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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在水利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赵艳丽*

宜阳县服务业发展中心，河南� 471600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利经济发展也开始逐渐趋于多元化。而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可以有效地促

进水利经济的发展，所以水利部门应该重视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而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开设

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时候，要充分的了解水利经济发展的历程，及时地对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发展的和谐性进行科学

的调整，这对更好地促进水利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对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在水利经济发展

中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探究，以供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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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发展不但可以有效的改善周围人居生活环境的质量，而且可以有效的增加社会的经济效

益。所以水利部门不但要重视开展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而且要重视分析当地开展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优势，合理

的进行水利工程项目的开发���。这不但能给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提供一个更好的保证，而且对风景

区生态旅游项目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得到更好的发展，不但可

以帮助促进当地的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且对促进水利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实际的水利经济

发展过程中，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水利部门应该认真的分析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优势，

以此有效的开发出高质量的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

二、水利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发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

水利部门想要有效的开发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就需要水利部门重视了解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现状，从而科学

合理的进行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而水利部门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认真分析分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类

型，从目前来看，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分别是自然型景观旅游项目、人文型景观旅游

项目，以及综合性景观旅游项目。其中自然型景观旅游项目主要是在水利开发管理部门将自身管辖范围内的山水风景

打造成旅游资源，而人文型景观旅游项目就是水利部门通过人为的方式制造的景点，以及相应的娱乐设施，这种类型

的旅游项目主要是以游客的消费以及购物为主。而综合性景观旅游项目就是指水利经济部门有效的将自然型景观旅游

项目和人文型景观旅游项目结合在一起打造的旅游项目，综合性景观旅游项目有效的结合了自然型景观旅游项目和人

文型景观旅游项目的特色���。而水利部门想要开发出有发展前景的旅游项目，就需要认真的分析所开发地域的特点以

及优势，科学合理的选择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类型，这有助于水利部门打造出更具价值的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如

下图�是对一些旅游项目的划分）。

除此之外，水利部门还要认真分析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特点，要的明确的知道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和其他旅游

项目之间的差别，那就是水利经济部门在开发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时候，要重视对其进行相应的保护，并且要重视

将这种保护意识有效的渗透在整个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开发的各个方面中���。同时，水利发展部门在开发完风景区生

态旅游项目的时候，要重视分析所创建的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承载能力。并在运营这个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时

候，为了更好地保证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环境质量不被游客所影响，应该根据这个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实际情

况，确定其环境承载能力，以此更好地对景区的游客以及相关的机动车辆进行合理的管制。这不但可以有效的提升风

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对促进水利经济更好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讯作者：赵艳丽，����年��月，女，汉族，河南宜阳人，现任宜阳县服务业发展中心主任，中级工程师，本

科。研究方向：水利水电工程及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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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旅游项目规划

三、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开发对水利经济的重要意义

水利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认识到的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重要意义，要明确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不但

能够有效的改善当地的就业情况，而且对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

仅仅是认识到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对促进水利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实际的运营风景区生态旅

游项目的时候，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收益还要重视保证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和谐性，只有这样才能为风景区生

态旅游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证。所以，水利部门在实际开发以及运营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过程中，要深入的

落实保护环境的精神，以此有效的协调旅游者以及原住民和环境之间的和谐性。同时，相关的工作人员还应该认识到

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是不可再生的产品，所以为了保证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水利经济部门一定要将旅

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重视起来，在日常工作中做好对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保护。

此外，水利部门在开发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时候，还应该认真分析中国水利发展的实际情况（如下图�是一些

地区旅游的收益情况）。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是相对较晚的，所以在水利部门开发风景

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时候没有较多的才能考案例，还需要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实践探索���。此外，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水利经济部门水利部门想要增加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价值，就要重视开展以地方水利经济部门

资源为主题的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这不但能够更好地吸引游客的眼光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增加水利部门的

实践经验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水利部门在开展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时候要保持合理利用以及开发水利风景的

态度，这不但有助于更好的提升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而且对更好地实现当地环境的保护以及改善有着更重要的意

义。而这对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水利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对风景

区生态旅游项目的优势要进行相应的明确，并鼓励相关的水利工程人在实际开发工作中勇于进行创新，以此将风景区

生态旅游项目的优势最大化。

此外，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可以有效地促进当地尤其中国西南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这是因为风景区生态

旅游项目的出现可以将旅游业关联以及拉动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也就是说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建立，可以有效的

拉动所在区域的人流以及物流的相互交流以及沟通���。因此，水利部门在运行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时候，就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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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能够将当地的特色充分地展现出来，以此有效的提升吸引更多游客的兴趣。而且水利部门在

开发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时候如果可以将能够有效的将地方特色和旅游文化有效的融合在一起，有助于将风景区生

态旅游项目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这对更好的提升当地产业链的优化以及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图2�旅游行业收益情况

水利部门深入的掌握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实际情况以及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价值，有助于更好的提升风

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吸引力，这对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现企业结构跨越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

时，为了让游客更好的感受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魅力，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到群众中，不但要认真地倾听

群众给予的反馈以及意见，而且还要将有价值的意见运用到实际的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运营中。从群众的角度出发设

计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可以更好地吸引群众。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建立不但给当地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及经济收入，而且在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实际运营过程中，可以有效的带动周围的餐饮、交通以及文化娱乐。这可

以有效的提升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而且由于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有效的带动了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当地居民的生

活水平的就业环境也会有效的得到优化。而水利部门在开发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时候，也要注意将这些因素考虑进

去，对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周围的项目发展进行合理的调整，这有助于让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

来。通过上述的论述可以发现，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综合效益是相对广泛的，相信随着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不断

成立，水利经济项目也会为社会带来更好的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全面发展可以有效的带动水利经济的发展。所以水利部门不但要重视开发风景

区生态旅游项目，而且还要认真分析当地的特色，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类型进行开发。

同时，水利部门在开发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时候，要认真分析中国水利经济发展的特点，也要重视提升风景区生态

旅游项目的水利经济发展素养，并积极地借助当地的文化对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进行水利经济发展得到的水利经济发

展。同时，水利部门在开展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时候，要重视引入新颖的方法，一定要注意所引入的方法要符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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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实际需要。这不但能有效的提升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的质量，还有助于风景区生态旅游项目更好

的缓解当地的就业压力，为人们幸福美满的生活提供更好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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