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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县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对策研究 
刘湘连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50500） 

摘要：时代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科学事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激发创造了

多元体育需求与市场。本文针对旅游资源丰富石林县展开深入调查研究，对如何更好的开发和利用当地现有的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分

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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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林县体育旅游资源现状 

（一）自然体育旅游资源  石林县属于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

候，常年四季如春，石林县境内的云南石林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

唯一位于亚热带高原地区的喀斯特地貌风景区，是首批中国国家重

点风景名胜区、中国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成为中国四大

旅游胜地之一。该地的地貌类型多种多样，有高原丘陵、低山、洼

地、盆地、石丘、石林、石芽原野、峰丛和溶洞、湖泊、河谷等，

地质资源非常丰富，适合开展多项体育运动，如丛林探险、攀岩、

徒步、山地自行车、划船以及蹦极等众多项目。 

（二）体育赛事资源  石林县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级

市级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高度重视文体事业发展，每年举办各类各

级问题活动 420 余场次。2014 年 11 月 7 日举办的首届全县运动会，

贯彻落实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的重要举措。2016 年，首届“昆明石林长湖原野射箭公开赛”

的举办，引起了中国射箭协会、国内外射箭俱乐部和部分协会的广

泛关注。2018 年举办的原野射箭公开赛助力了“体育+旅游”的融

合发展。2019 年 7 月 15 日举办的昆明市第六届运动会，带动全民

健身火活动的开展。2020 年 1 月 16 日，全国竞走大赛（第一站）

在石林县举行，推动竞走运动进校园，促进体育运动和城市发展相

融合。 

（三）独特的民族风情资源  石林县是一个集齐汉、彝、白、

哈尼、壮、傣、苗、回等 26 个民族为一体的城市。少数民族在这

里长期从事生产生活，同时也孕育出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当然也逐渐的形成了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石林彝族火把

节不仅在云南影响力很大，而且在西南地区也很有代表性，因其起

源早，有特色，参与人数多，影响范围广，其以民族节庆旅游形式

开展，打开了少数民族体育旅游市场，在历年举行的火把节活动当

中，重点推出了斗牛比赛和摔跤比赛，吸引了一大波的游客观赏和

参与到其中来。 

2 石林县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2.1 少数民族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不全面 

由于当地的旅游业与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同步，民族文化资源优

势没有更好的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对文化的开发不够全面

和深入导致石林的旅游业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与人民群众

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其

次是少数民族文化过分商品化，失去了其原真性，使得民族文化成

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实现民族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2.2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在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着景观破碎化程度高、石漠化、水土流失

严重、环境噪音污染、城市污水处理看率低、生活垃圾污染等问题。

在旅游市场方面，因保护生态环境意识不强，部分商家在市场利益

的驱动下，盲目的开展旅游业，随意的破环生态环境。 

3 石林县体育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1 注重石林县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首先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其次在促

进石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中，政府要起到引导协

调的作用；在民族文化开发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和促进民族文化

的传承。要确立保护开发性的科学思想，在发展中要结合当地的民

族传统文化、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同时还要

突出当地特色，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并加大宣传推广，树立民族品

牌意识，在旅游景区开展少数民族体育旅游项目。 

3.2 注重石林县体育旅游生态环境保护 

根据上文提到的生态环境的问题，结合当地旅游发展及生态环

境的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注意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石林县市农业大县，但是当地的农民们

在科学技术这一方面相对欠缺，长期使用对环境污染有严重威胁的

农药，因此加强农业生态建设是势在必行的。 

3.3 培养特色专业人才 

首先要加大对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人们培养，使得更多的少数

民族群众领会自己的族文化内涵，树立文化自信；其次石林地区可

以利用好同昆明的区位优势，加强同学校、科研机构、文化旅游企

业的合作，培养学术型、创新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和文化旅游

管理人才。 

结论 

石林县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体育旅游资源，还拥有丰富的人文

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与众多的体育赛事资源，这些都为石林县体

育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林县虽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条件，但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不全面，群众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与加强，才能更好的

促进石林体育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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