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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专家卢宇龙访谈：

探险旅游大众化是助推区域旅游
产业发展的有效支点

◎ 记者 章 琳

浙江是水上运动大省，在“百家争

雄”中，有一家水上运动企业高举“探险，

非漂流”的鲜明旗帜，以“勇闯”“激流探

险”的新概念，成功打破了传统“漫漂”漂

流垄断市场的局面，完成专业激流探险

向大众旅游的转型。以“一家之力”，改

写了长三角激流运动产业格局。这家水

上运动企业就是桐庐雅鲁激流探险。目

前雅鲁激流探险项目已创造过亿元营

收，带动当地综合消费过 5亿元，直接和

间接解决就业人数超过1000人。

卢宇龙正是浙江雅鲁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17年来亲自领导决策并创

意设计了雅鲁激流探险、雪山激流回旋、

南津关大峡谷、西北口闯滩四个不同类

型的旅游项目，对中国探险旅游做出了

原创性、独创性的贡献。

在他看来，激流探险是一种门槛高，

具有资源稀缺性和市场竞争优势的旅游

产品，具有强大杠杆作用，可以以“一漂/
漂流”带动全镇文旅产业，以“一夏/夏
季”联动四季运营，以“一牌/品牌”打响

全市文旅品牌。

在浙江各地齐创共富窗口、同心同

频振兴乡村的当下，我们特开设专栏，立

足行业视角，通过采访卢宇龙，深度剖析

当下文旅产业困局和突破。通过深度对

话，共解难题、共同创新、共促发展，积极

推动浙江水上运动行业以领头雁姿态杠

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任。

记者：旅游发展至今，已经从资源产

品化转变为产业特色化阶段。近年来，浙

江各地都在积极开展项目招引工作。但

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旅游产业化本身有个

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您

能否跟广大读者朋友介绍一下现阶段，旅

游产业化提升困局和突破的路径呢？

卢宇龙：旅游产业业态覆盖面广，产

业关联度高，经济带动效应强，在数年前

就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和富民产业。不同

文旅项目在规模、市场、集约化程度等综

合效益上体现力度不同。这些直接影响

了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现在大家说

的经济共富，起本质就是要建立一个互

利共赢的产业体系。

目前，旅游产业化提升存在以下困

局。近年来，旅游项目投引开发还处在

粗放单一型阶段。特别是在乡镇多以小

规模、静态景观产品为主。产品结构偏

传统，缺少深度体验、高频复购、强粘性

的产品，导致产品供给低端、弱化，缺少

竞争力。满足不了当下庞大的年轻市

场、亲子市场日益增长的高品质、个性

化、深度出游的体验需求。

资源利用率低。资源包括生态环境

资源、产业资源、人力资源。一个景区开

发时，如未带有全域发展的战略眼光，此

项目落成后对该区域空间资源改善、经

济辐射带动效果会偏弱，更无法让村镇

集体和周围村民广泛深入参与旅游开发

的浪潮中来。

景区各自为政。如果景区“一支独

秀”，忽略了和周围资源的链接，缺少协

作联通，难以形成高效、复合的旅游业态

依赖门票经济。未能对在地文化、

手工技艺进行产业化深度开发和运营，

导致营收单一。“淡季不淡”、“平日里的

黄金周”等难题至今未能攻克。特别是

疫情发生后，人群无法流动的情况下，很

多景区哀唱“空城”记，却无可奈何。

产业结构低端。比如，从乡村旅游

产业目前发展现状来看，业态主体偏小，

以中小项目为主。产业结构偏单一，产

业链短，导致辐射弱，消费层次不高。举

个例子，这两年爆火的露营游，虽然起到

一定带动市场的作用，但受限于营地容

纳量、客源层次等因素，导致人均消费

低，而且对周围相关涉旅企业带动效果

一般。无法形成区域性整体联动发展的

格局。

如何来突破目前的困难和瓶颈呢。

我认为，首要要以市场、游客需求为第一

导向，在政府支持下，引进或本地打造体

量大，创新型，有巨大磁吸力的“龙头”型

项目。积极发挥其聚焦市场的虹吸力

量，让其成为推进区域业态结构优化提

质的“加速器”，夯实产业基础的“奠基

石”，延长产业链的“粘合剂”，促进当地

旅游从“小、散、弱、差”提升到“强、合、

特、新”，以形成全域发展的经济规模效

应。

其次，用好旅游“+”模式，发展复合

型旅游休闲产业。如旅游+生态，旅游+
体育、旅游+农业，旅游+轻户外探险，形

成一种互为补充的多元复合现代旅游产

业经济体系。用旅游生态营造优美的旅

游环境，用旅游农业设计出四季皆可游

的休闲观光型产品，用长久性轻户外探

险项目拉动日益增长的年轻群体，产生

高频复游率，同时借助体育赛事打响知

名度。

以我们公司下属雅鲁激流探险景区

为例。雅鲁所在区域的山体、河流，在项

目开发前破坏严重。上游筑坝发电，河

流断流，生态凋零。当地居民生活贫穷，

甚至会盗卖河中自然岩石、电杀鱼虾，转

售获利。村民没有生态环境保护意思，

导致生态环境被野蛮破坏。我们进行项

目开发后，花费极大精力和成本，说服发

电厂放弃发电，开闸放水，恢复河道的自

然形态。

2011年，景区初开业就凭借“探险”

和七星级漂流的特色，吸引了四方游客

蜂拥而来。为扩容接待容量，我们先后

承建起占地 50亩的游客集散服务中心，

大型停车场。雅鲁开业第一年，游客日

接待量就突破2000人次。

雅鲁爆火后，所在桐庐合村乡开始

重点发展旅游产业。初始阶段，围绕着

雅鲁景区，大大小小的民宿、农家乐、农

庄，一批接一批开张营业。游客玩好激

流探险，吃住都在附近民宿、农家。到后

来，大量江苏、上海客人多次过来体验探

险漂流，循环周期、长链消费、高频复购

的市场特点直接催生了更多旅游业态在

合村乡落地。

2020年，合村乡把发展定位在“运动

休闲”上，到了 2021年已经形成水上漂

流、冰上滑雪、天上滑翔、山上民宿的水

陆空一体化的复合型旅游业态。合村乡

也从 2019年前的后进村，成为桐庐领头

羊式山地休闲运动目的地。

记者：您作为水上激流运动旅游专

家，在浙江攻克了漂流落差和水量技术

难题，实现将探险漂流改造为大众都可

以参与的旅游项目。请问将专业探险转

型为大众旅游，您是怎么考虑的？怎么

实现的？

卢宇龙：探险游是旅游产业中重要

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年来，探险游以飞

快的速度从小众旅游壮大到大众旅游。

像浙江的徽杭古道徒步游、江西武公山

大穿越、新疆的横穿沙漠探险游年年爆

火。之前就有专家预测，未来探险游产

业将迎来破亿的市场爆发前景。

专业探险具有高危险性，而且这种

危险是自然造成，非人为干预。比如登

雪山、攀岩、潜水，对参与者个人身体素

质要求很高，也需要一定的专业培训。

参与者偏中产精英阶层。而现代年轻人

倾向于在大自然中挑战自我，通过刺激、

兴奋的体验达到在释放压力、调整身心

的效果。

早在 10几年前我就提出了“为平凡

人开启探险家梦想”的创新口号。2011
年，我带着团队开始积极探索专业探险

向大众旅游转型之路。我认为，要振兴

文旅，带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要有

巨大吸引力的创新型项目，而激流探险

是一种具有资源稀缺性和极大市场竞争

优势的旅游项目，而且是“探险+旅游”大

众化发展的最佳融合体。

我用了数年时间，成功运营了雅鲁

激流探险、雪山激流回旋、南津关大峡

谷、西北口闯滩四个不同类型的探险类

旅游项目，最终实现了小众化探险向大

众化旅游的华丽转身。

以雅鲁激流探险为例。如该项目10
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项目收

入突破 1 亿元人民币，缴纳税收超过

1000万元，直接和间接为当地解决就业

超过1000人，直接为当地酒店民宿、餐饮

购物及其它消费带来 5亿元以上的经济

收入。

雅鲁能获得成功，正是我们的专业

技术团队攻克了困扰行业多年“大落差”

与“大水量”如何平衡的难题。简单来

说，就是既能让游客体验到探险的刺激，

又能保证老少的安全。

像专业探险漂流多在水流湍急的河

川中上游，河床坡降比高且集中，水流速

度快、水流量大、力度高。比如国外一些

激流探险，河床坡降比高达千分之二

十。如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河段，河水平

均流量达 4425 立方米/秒，流速高达 16
米/秒，加上大落差，形成了激流奔腾的

景观。专业探险漂流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很难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不允许。

雅鲁漂流建设之初，我们就想好了

用技术进行体验优化。比如通过大 S旋
转弯道缓冲大型坡降，碰撞感强，安全性

高，我们在陡坡直道内设计坡面波浪曲

线进行减速，让皮艇中途有起伏停顿和

水流回击。比如自然水量过大时，我们

会通过技术，在弯道处设置分水口，科学

分流水量，减少水流冲击力。目前雅鲁

激流探险坡降比千分之二十五，探险水

量在 3立方米/秒，处于大落差和大水量

的安全临界点。

通过科学技术改造，有效实现了项

目安全性和游客体验刺激度的合理平

衡。让原本小众的探险游飞入“寻常百

姓家”，成为老少皆宜的游乐项目。如

今，雅鲁激流探险高峰日每日接待 8000
多名游客，成为华东地区头部漂流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