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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学院校园旅游发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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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昌学院发展校园旅游既是提高自身知名度
,

创建民族地 区知名本科院校的需要
,

也是顺应地

方政府 当前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
。

西 昌学院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

可以组织开展观光
、

消费
、

学术

交流
、

文体活动等旅游方式
,

树立 西 昌学院的旅游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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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

是当今社会一大热潮 ; 高校旅游
,

是当今

世界旅游发展 的一个新趋势
。

高校校园旅游又称
“

文化游
”

是指以高等院校独特的建筑风格
、

优美的

校园风景
、

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浓郁的学术

氛围为依托
,

吸引人们前来参观游览
,

从而带来一定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社会活动
。

在整个旅游活动

中
,

着重于旅游者精神层面
、

知识层面上的满足
。

作

为旅游资源的一个分支
,

高校校园旅游的资源是极

其丰富的
,

包含了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

深厚的人文

积淀
,

富有特色的校园建筑
,

优美的校园环境等等
。

在北京
,

北大
、

清华由于其上百年的文化积蕴
,

早就

成为外地游客一个心仪与必经之地
。

对于西部高校

来说
,

高校旅游目前还没有起步
,

西部高校特有的旅

游资源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开发
,

高校旅游的广

阔市场
、

管理方式与经营理念还有待发掘和提高
。

名牌大学自有名牌大学的优势
,

但作为地方经济与

文化的补充
,

普通高校同样有其不可忽视的魅力
,

有

其不同于地方经济
、

地方发展的面 目
,

与地方的经济

和文化建设是既相分又相合的关系
。

发展校园旅游

以及如何发展是当前普通高校一个非常现实的课

题
。

西昌学院于 200 3 年 4 月成立
,

乃由以前的西昌

农业高等专科学校
、

西 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凉山大

学和凉山教育学院四所院校合并组成
,

因此也整合

了四所院校原有的各项资源
,

经过近几年合并之后

的规划和新建
,

在校园的旅游资源上尤显得丰富而

富有特色
,

因为其集中的文化理念和优势
,

在凉山的

旅游资源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

这些丰富的旅游

资源也给了西 昌学院一个新的课题和发展契机
,

那

就是怎样利用这些旅游资源和怎样组织开展校园的

旅游活动
。

1 西昌学院发展校园旅游的条件

西昌学院发展校园旅游
,

既有大背景的条件
,

也

有小背景的基础
。

目前
,

凉山州
、

西昌市以承办冬旅会

为平台
,

西昌创建优秀旅游城市为契机
,

投资 27 个亿

资金 川
,

高起点
、

高标准的编制规划旅游景区
、

景点
,

以规划为龙头
,

着力打造邓海沪山
、

螺髻山
、

沪沽湖等

景区
。

把凉山西昌建成湖光山色美
,

民族风情浓
,

科技

含量高
,

经济势力强
,

最适合人居住的休闲避暑胜

地
。

西 昌学院坐落在西昌邓沪国家级风景区
,

属于凉

山西昌创优和承办冬旅会着力打造的景观节点范围

内
。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

西昌旅游的发展和腾飞
,

必

将给西昌学院发展校园旅游带来市场和机遇
。

从小背景来看
,

西昌学院既整合了原四个院校

的旅游资源
,

又在合并之后有所新建
,

从而拥有了一

批高品质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
。

这些校园景观不

仅给师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

而且对校园外的人

群来说
,

校园景观充满了神秘色彩
,

具有强烈的吸引

力
。

在高校公共资源经营过程中
,

校园空间环境和文

化氛围以及建筑
、

场所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可以转

化成校园重要的旅游资源
,

促进校园旅游业的发展
,

并带动学校经济乃至对城市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l2]
。

学院北校区建在西昌城北
,

安宁河谷地
,

紧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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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国道和成昆铁路线
,

建筑布局结构合理
,

美观大

方
,

校园道路
、

绿化景点建设富有特色
。

学院南校区

坐落在沪山之麓
,

工肠海之滨
,

本身就在 国家级风景区

内
。

湖上涟漪万顷
,

水光激浇
,

山上绿树葱笼
,

鸟语

花香
,

既是读书求学的好场所
,

又是旅游观光的胜

地
。

东校区位于城市之东
,

邓海之滨
,

校园内绿树参

天
、

四季花开
,

尤以樱花闻名于州内
。

校园美景既在

整体上让人流连忘返
,

在点上也有一系列美丽景点
,

本文主要从点上讨论学院的美丽景观
:

桂湖柳池
,

位于北校区
。

北校区主要以整体景观

取胜
,

甫人大门
,

通直大道
,

令人豁然眼开
。

道旁路间
,

景点安排
,

别具匠心
,

大师雕塑
,

让人深深缅怀 ; 厚石

名言
,

让人惕然警醒 ;腾云得月二亭
,

让人烟云满胸
。

然桂湖柳池
,

依然值得单独面对
。

一在办公楼下
,

一
在学术厅前

,

皆为人工凿成
,

积水其中
,

两两相对
,

如

珠莹然
〔、

湖上九曲回廊
,

悉以白色出之
,

简洁流畅
,

不

多作雕饰
,

上有蓝天白云
,

远处青山缭绕
,

四下通透辽

远
,

置身其中
,

默然存想
,

却不禁有豪气澎湃
。

喷泉广场
,

位于南校区
。

南校区大门一人
,

便是

一开阔明净
、

绿意纵横
、

饶有韵致的喷泉广场
。

首先

映人眼帘的是大小两喷泉
,

上下相联
,

左右互通
。

上

为圆形喷泉池
,

其喷泉水哗啦而上
,

叮咚而下
,

再沿

六级梯层潺然而下
,

汇人下面的扇形喷泉
,

最后侧身

坠人最 下端的扇形水池
。

侧边是一宽阔的绿化树

林
,

参天大树与碧绿小草悠然成韵
,

且有若干石桌石

椅
,

可供休憩
。

西昌学院的学子们常在此三五相会
,

西昌老年协会的人游览至此
,

也常在此驻足遣心
。

幽雅静苑
,

位于南校区
。

南校区依托校园原有

的地形地貌
,

经过设计师们的匠心独运和园林工人

的精雕细琢
,

形成了其独特的人工景观— 静苑
。

它显现的是高雅
、

优美而独特 ; 深刻
、

博大而丰富
。

亭子外部绘上传统的花纹图形
,

内里则间插水墨山

水
,

不以精工细丽见长
,

用简笔勾勒
,

追求清幽淡远

的风致
。

回廊和伴书亭外有三幅对联
,

八角亭内配

有西昌四位书界名流誊写的古代诗词
。

回廊上常年

搜着三角梅
,

一旦花开
,

便特别茂盛
,

使这清幽之地

又蕴含一种内在的生气
。

亭台楼榭相连
,

诗情画意

相长
。

旁有图书馆的悠悠书香
,

晨有学子的琅琅书

声
、 ,

沐浴其中
,

世俗纷扰
,

一扫而空
。

师魂群雕
,

位于南校区
。

南校区师魂群雕始建于

200 2 年
,

乃沿路依势而建
,

充分利用边角场地
。

这组

雕塑的目的在于展现中外教育家的风采
,

弘扬人文

精神
。

倡导
“

学高为师
,

身正为范
”

的教育理念
。

共选

了古今中外五十位教育家
、

思想家
。

除了塑造他们的

形象
,

还简单介绍他们的生平
。

雕塑上有三幅文字
:

一是学院老教师刘安荣作的 《师魂颂》 ; 一是 《大学》

中的开篇之语 ; 一是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至理

名言
,

三者共同阐释
“

大学
”

要义
、

弘扬师道精神
。

雕

像的设计和制作皆出于我校艺术系师生之手
,

书法

则来 自西昌市书法协会的成员
。

其像可观
,

其人可

追
,

其书可赏
,

其意可思
。

四季生态园
,

位于南校区
。

该生态园依山而建
,

原本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水土的流失以及对下面校舍

和学生住宿形成冲击
。

因注意了对森林植被保护培

育
,

对滑坡地段进行了巧妙的治理
,

既不破坏山体的

起伏
,

又遣人四季花卉的栽培
,

营造出别具特色的校

园景观—
四季生态园

。

背后沪山的树林太过密集
,

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
,

这儿正好是一疏朗惬意的地

方
,

是别一番境界
。

彝族文化研究所
,

位于东校区
。

该研究所集中了

凉山彝族各地的民居建筑
,

来自于贵州和四川美姑
、

昭觉
、

喜德等地
,

有碉楼
、

塔楼等
,

有锲刻的彝族经文

碑
,

或朴拙
、

或宏伟
、

或小巧
,

大多是平常所未见
,

集

中一地
,

让人可以不游彝区而览彝族建筑之风
。

且楼

内置有彝族文献和彝族文物
,

看看文物
,

翻翻彝书
,

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彝族文化
。

整个楼群依山势而建
,

掩映于树木之中
,

辗转往复
,

渐走渐奇
,

颇能引发游

客向往心态
,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旅游佳处
。

浪漫樱花
,

位于东校区
。

每年 3 月樱花盛开
,

东

校区都会吸引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
,

在饱览满园丽

景的同时感受高校学府的气氛
,

在市民和中小学的

同学们中间
, “

到凉大看樱花
”

的出游火热一时
。

在该

校区办学的学院艺术系每年春天还专门举办一个特

殊的
“

樱花晚会
” 。

这段时间
,

学校会向所有市民及附

近居民开放
。

以此辐射
,

校园中还有流水澡布
、

百年

古树
、

松鼠栖息等景象
,

构筑了富有生机动感
、

野逸

情趣的自然人文景观
,

使其成为大学校园中造化钟

神秀
、

清水出芙蓉的旅游资源
。

此外
,

西昌学院一些经常性的科普展览
、

学术交

流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

同样可以吸引参

观之人
,

这也在无形之中转化成了旅游资源
。

西昌学

院众多的人文景观不仅为学生提供了理想的学习场

所
,

而且具有一定的景观效应和生态效应
,

可游可

赏
,

旅游观赏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

2 校园旅游的几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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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校园旅游
,

和开门售票的旅游自然不同
,

它更多的是开放旅游的方式
,

主要有以下几种
:

依托校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开展的观光游
。

客人主要是离退休的老人
,

从外地来昌享受阳光之

旅的游客
,

受彝族文化吸引而来旅游观光的国外游

客
。

同时
,

还可利用特有的动植物景观资源开展旅游

文化节等活动吸引游客
。

如东校区的樱花林
,

每年三

月樱花盛开的时节
,

就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校观赏
,

它

不仅是西 昌学院的旅游景点
,

也是西昌旅游的一个

旅游点
。

以求学进修为主开展的消费游
。

西昌学院每

年的招生数好几千人
,

全校全日志本专科学生超过

万人
。

很多学生家长在新生人校时要送孩子人学
,

平

常还经常到校园探亲度假
,

由此形成了高校校园旅

游的又一客源市场
。

如每人按在西昌学习
、

消费时间

为 3
.

5 年计算
,

仅这上万的学生就是一个最为庞大

的旅游团队
,

其旅游价值
、

消费水平可想而知
。

学院

每年开办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
、

继续教育
、

短期培训

等
。

西昌学院仅成教学生就有一万多人
,

如按每年到

学院面授两次计算
,

可达到两万人次
。

大量的社会青

年为了各自的目的纷纷来到高校
,

他们既是高校的

学员
,

也是高校旅游资源的消费者
。

以会议举办为载体的学术交流游
。

由教育厅各

部门
、

各专委会组织的高校内部会议 ;学院自行组织

的学术交流会
、

学术研讨会等 ;兄弟院校组织的经验

交流会 ;教育厅组织的各种检查
、

评估会等
。

这些会

议
,

除了开会外
,

均要参观校园
,

到风景区旅游等
。

初步估计
,

每年在 2 0 一
30 个团队

,

每个团队按 5 0 人

计算
,

可达 1《XX) 余人次
。

200 6 年 4 月学院承办的中

国西部新建本科院校第四次联席会议
,

就吸引了西

部地区的 18 所高校的院领导等 5 0 余人来到西昌学

院
。

这也带来了高校及地方旅游业的兴旺
。

以中小学学生为主的科普游
。

西昌学院建有动

植物标本馆
,

珍藏了国宝大熊猫等珍稀动植物标本
,

每年可吸引中小学生及社会其他人士前来参观
。

还

有藏书甚丰的图书馆
、

开放的实验室等
,

这些不仅是

科普教育基地
,

也是校园的重要旅游资源
。

以举办文体活动为载体的文体游
。

近两年
,

学院

投资千多万元
,

建成了两个塑胶跑道
、

人工草坪的田

径运动场
,

13 个塑胶篮球场
、

还有羽毛球场
、

乒乓球

场等标准的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齐备的学生活动中

心
。

2 005 年学院承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公益文化艺

术大赛
,

吸引了川西高校的百多名选手到西昌学院

参赛
。

2 0 0 6 年学院又承办的全州中学生运动会
、

中

学生足球赛等赛事
。

学院由于具有较高素质的文体

人才
、

较好的体育设施及良好的空间环境等优势
,

经

常举办这些大型的文体活动
,

这将吸引大量学生及

其他人士来校观光
,

成为校园的另一种重要旅游活

动
。

西昌学院由西昌市四所高校合并而成
,

也就具

备原来四所高校共同的旅游资源
。

而且近年来
,

我校

办学观念也在转变
,

校舍建筑也在大量投人
,

校园建

设理念不断深人
,

学校的校园环境
、

空间布局和文化

氛围等 自然
、

人文景观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成为发展

校园旅游经济的重要资源
,

必将成为校园经济的一

个新增长点
,

并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

也就是说
,

无

论是自然还是人文
,

西昌学院作为西部一大高校
,

都

已经具备相当的旅游条件
,

有基础也有能力来开展

校园游
。

西昌学院的发展与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是相适应的
,

没有冲突
。

西昌学院应发展成为地方

经济的助推器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器
,

顺应地方政府

当前的战略述求和经济建设
,

在学院的指导方针与

有效的管理下
,

有理有节地开放校园旅游资源
,

开展

校园旅游活动
,

既推出学院的品牌
,

也促进地方的经

济文化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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