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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回到成都，我们采访了成都理工大学旅游

规划与开发学院原院长朱创业教授。 

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上的汶川大地震曾经给四川旅

游业带来惨重的损失和中断，朱创业有切身的感受。因

为那一年，他刚刚负责完成了龙门山成都段旅游资源的

普查。 

这是80多位师生耗费三个月时间、涉足6000平方公

里所完成的龙门山旅游资源的普查工作。普查发现，龙

门山段高品质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比如龙门山世界造山

奇观、世界遗产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都江堰、中国

道教发源地、威尔逊之路（生物多样性）、南方丝绸之

路起点等等，一个个都是世界顶级的旅游资源。

然 而 ， 让 人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 《 龙 门 山 成 都 段 旅 游

资源普查报告》刚刚完成，汶川大地震就发生了。朱创

业受成都市委托，带着他的学生，迅速奔赴地震灾区开

展调查，提交了《汶川灾后龙门山成都段旅游资源调查

与评价》报告。朱创业还承担了成都市政府和四川省旅

游局委托的《成都市汶川大地震灾后旅游业恢复重建规

划》编制工作。

朱创业在调查与规划报告中指出，“5·12”汶川地

震对龙门山段旅游资源造成了程度不同的破坏，但核心

旅游资源仍在，同时还产生了新的旅游资源，尤其是抗

震救灾精神。尽管旅游损失巨大，旅游市场短期受挫，

但全世界都在关注汶川地震灾区，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朱创业建议应加快推进龙门山旅游产业经济带建设，尤

其是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使乡村旅游成为灾区恢复生

产重建家园的先导产业，成为灾区经济恢复发展的动力

产业，成为灾区人们生活改善的惠民产业。2008年，朱

创业被评为成都理工大学、四川省科协及四川省旅游系

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并被国家旅游局聘请为灾后旅游

业重建规划专家组专家。

十五年后，当我们来到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乡村，

已然能感知到这种宏观把控的力量感，以及自上而下的

信心和勇气所带动的“蜕变”。

十 五 年 后 ， 朱 创 业 在 正 在 编 制 的 《 成 都 都 市 圈 龙

门山龙泉山旅游业协同发展规划》中，依然对乡村旅游

“情有独钟”，提出要打造龙门山沿山乡村旅游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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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就是以乡村为背景，以“三农”资源作为旅游吸引物所开展的旅游活动。

从中国特色来解读，乡村旅游就是“三农”旅游，因为我们发展乡村旅游就是为了解决

“三农”问题、振兴乡村。

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要让当地老百姓受益，如果只是投资商进来赚钱，而老百姓没有

被带动起来，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国家公园所保护的区域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

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应该开展国家公园旅游，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国家公

园的价值，更好地增强保护意识。国家公园旅游，这是生态旅游的高端形式，是促进国

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和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有效途径。

朱创业（左一）在汶川地震灾区（彭州）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