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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稳定生态系统健康,建设自然优美、环境卫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乡村,实现乡村生态振

兴是新疆生态环境保护的时代性创新举措。本文基于新疆乡村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现状,通过梳

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要素体系、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系列工程等生态环境保护举措对乡村旅游视角下的

新疆生态环境保护策略进行研究,旨在为新疆乡村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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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bilizing ecosystem health, building beautiful villages with beautiful natur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realizing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are 

the innovative measures of the time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Xinjiang.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tourism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Xinjia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trategies in Xinji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tourism by combing the 

elements system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romoting a series of projects for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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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延续及

一揽子旅游提振措施,现阶段,新疆乡村

旅游产业规模、产业基础都取得了巨大

的进步。截止到2020年底,新疆接待游客

次数高达1822万人次,带动全疆2.5万人

就业,带动7亿多元旅游消费,现如今的

新疆已拥有33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70

个自治区乡村旅游重点村；8000多家牧

(农)家乐。而生态环境对于旅游业的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为了促进新

疆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以下就乡村

旅游视角下的新疆生态环境保护策略进

行了探讨分析。 

1 绿色先行背景下的新疆发展 

1.1新疆生态环境保护进展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依靠,生态

与人的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十三

五”时期新疆紧紧围绕“蓝天、净土、清

水”保卫战目标任务,大力推动国土绿化

行动工程,如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防

沙治沙,并深入展开新疆农村居住环境治

理,建章立制守护绿水青山。政府带领群

众齐心协力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示范市县,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新

疆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在“十四五”

时期,新疆提出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稳定

生态系统的健康,提升生态质量,全方位

提高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从而形成了“保护自然绿色发展,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局面[1]。 

1.2新疆乡村旅游发展前景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疆乡

村开始转型,各个乡村开始发展乡村旅

游业。乡村旅游发展加快了农业转型速

度、推动了农村发展、是农民致富的主

要渠道之一。特别是受疫情冲击后,伴随

旅游半径缩小,“上山下乡”成为优选,

以近郊游、本地游作为主要出游形式,

大大拉动了城市周边乡村旅游的发展。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强调：各地

要在生态保护工作基础上,盘活农村历

史文化资源,打造出民族特色、地域特色

的乡村文化品牌和产业。新疆农村地域

广袤,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从而

走旅游路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以此为

依托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新时代西部大

开发,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2]。 

2 乡村旅游驱动下的乡村生态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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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是新疆生态

环境保护的时代性创新举措。在2020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尽力让农村成为

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而发展乡村旅游正

是美好愿望的突破口。因此,在全疆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乡村旅游业成为了重要的

助力产业[3],给生态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

效益,推动着生态、文化、经济的建设。 

全疆需要以乡村生态振兴为目标,

站在乡村旅游的角度重新梳理生态环境

保护要素体系,创新推进乡村生态振兴

系列工程,构建绿色产业发展与生态文

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机制。

唯有这样,新疆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才

能根基深厚、动力持久。 

3 乡村旅游视角下的生态环境

保护 

3.1梳理乡村生态保护要素体系 

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

新疆要立足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需求

之上,将生态环境保护分为乡村人文活

动与民俗文化、乡村物产与工艺、乡村

田园风光与特色产业、乡村自然生态、乡

村遗产与聚落景观五大保护要素。其中,

乡村自然生态的保护主要是对与乡村旅

游发展密切相关的大气环境、水体、生

物、固体废弃物处理和乡村人居环境进

行保护措施的制定。乡村特色产业与田

园风光、乡村遗产与聚落景观需要从资

源破坏程度、环境卫生状况、旅游对乡

村的影响和乡村服务水平四方面建立指

标体系；乡村物产与工艺需要从产品/

工艺退化程度、产品工艺价值、产品安

全认证、产品营销渠道和旅游商品价值

五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乡村人文活动

与民俗文化则需要从民俗文化的流失程

度、民俗文化的脆弱性、旅游开发的适

宜性、乡村文化展示平台四个方面建立

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建成后需借助大数

据智慧管理平台,建立乡村生态环境信

息数据库、乡村生态环境专家决策系统

和乡村生态环境远程教育培训系统。 

3.2推行六大美丽乡村建设模式 

依照城镇乡村、农村牧区、南疆北

疆等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差异化发展特征,

根植于当地的产业、文化、社会、经济,

全疆需要构建以生态保育模式、综合整

治模式为主,高效农业模式、民宿集群建

设、景区景点带动、文化传承模式为辅

的六大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体系,推动乡

村生态振兴道路的发展,建立生态宜居

的美丽乡村。 

3.3实施四大乡村生态振兴工程 

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新疆需要重点

推进保育工程、清洁工程、富民工程和

文化工程四大工程。保育工程主要为开

展天然林保护和国家级公益林管护、水

土保持和湿地保护与恢复、严重沙化耕

地和重要水源地的“林草结合模式”退

耕还林还草、对优于Ⅲ类或水质达标的

湖库水体生态环境进行安全评估、保护

濒危野生动物,改善野生动物栖息地、实

施拯救繁育,开展野化放归工作。清洁工

程是围绕水源、田园、家园开展的清洁

行动,并建立起清洁低碳且高效安全的

现代农村能源体系、推进农业“投入品

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发展、推进农村

生态清洁小流域试点建设。富民工程的

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农户,建立生态原

产地保护基地、农产品地理标志,扶持

这些农户来发展定制农业、体验农业、

设施农业和生态农业,对“三品一标”

产品进行100％追溯,围绕创新中心、创

新联盟、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三方面,

建立“三位一体”的创新平台。对农业

污染方面,加强农业防灾减灾、绿色增

产、农业节水,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对农

药化肥减量增效等关键技术研发,推进

成果集成应用。文化工程主要为建设服

务于当地的乡村文化大舞台、学校少年

宫、农民夜校,以及居民的农家文化大

院、农家文化室、农家书屋等各类文化

阵地；建设服务于旅游者的文化庄园、

文化街区、文化名镇、文化名村等各类

文化体验场所；建立含有新疆特色的生态

博物馆、建设户外博物馆以及新疆遗址

博物馆,通过保护与展示新疆整体风貌、

传统村落、生产生活、街区建筑格局等

优秀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再现乡村文

明发展轨迹。 

3.4建立健全一套长效管护机制 

建设多个机制在内的机制体系,如

当地督查考核机制、专家指导机制、地

州-县乡联动机制、责任主体机制、社区

参与机制等。加强农村管理队伍建设,

培育一支“领导发展能力强、做群众工

作能力强,带头创业致富、带民共同致

富”的“双强双带”型村干部队伍。开

展包村入户技术培训活动,对涉及特色

种养殖、农产品加工与经营、科技示范

推广、乡村休闲旅游等方面的农村人才

进行筛选整合,形成示范户进行重点培

育。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继续支

持农民专业协会、农业院校、农民专业

合作社、龙头企业,实施农村一户一位明

白人的培训工程。建立“新疆乡嫂·乡

叟·乡童——美丽留守人”信息库,针对

留守妇女,开展“美丽乡嫂”创业培训活

动；针对留守老人,开展“美丽乡叟”技

艺传承活动；针对留守儿童,开展“美丽

乡童”兴趣大课堂活动。 

4 结论 

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是新疆生态环境

保护的时代性创新举措。这一举措的有

效落实需要立足于四个关键点：保护五

类乡村生态资源要素是基础,推行六大

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是统领,实施四大乡

村生态振兴工程是核心,建立一套长效

管护机制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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