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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觉醒”运动使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人们渴望“回归
自然，返璞归真”，“生态旅游”应运而生。国内外专家认为“生态旅游”应具备三大标准：旅游对
象是原生、和谐的生态系统；旅游对象应该受到保护；要有社区的参与。生态旅游的保护性要

求旅游者，旅游从业者以及当地居民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能自觉地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

这就要求生态旅游的开发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传统旅游的最大受益者是开发商和游客，而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和当地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如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旅游活动

产生的各种污染等，主要由当地居民承担。生态旅游则强调当地社区的居民是旅游活动的积极

参与者，并应当公平地获得分配旅游业经济效益的机会。通过生态旅游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

平，不但可以防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侵略悲剧再现，更能提升其自觉维护生态环境
的热情和积极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只有让当地居民受益，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

时，生态旅游开发为当地环境质量的维护提供一定的资金，以促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旅游的开发是目前生态资本产业化最为常见的做法，也是通过市场手段使生态资源货币化

的最有效的途径。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客观条件是充分的，多样的民族风情、独

特的自然资源、珍贵的人文古迹与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富有强
烈吸引力的旅游景观。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的发布，确定了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为西部民族地
区生态旅游的开发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

的交通、能源、水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迎来大发展，区域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也

日益充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直以来困扰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和区

位劣势问题。

独具西部风情的旅游景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使西部民族地区开发生态旅游成为可能，

但目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缺乏科学、统一规划，盲目开发；生态保护的法

律法规不健全；管理者、经营者及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针对这些问题，当前应重点做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要加大基础研究扶持力度，坚持统一规划、科学有序开发生态旅游；还

要完善生态旅游法规，加强管理和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强化生态旅游理

念，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民众基础；此外，还可以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的建设，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的步伐。

（摘编自岳一姬《民族地区怎样打好生态旅游牌》）

【1】下列对“生态旅游”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生态旅游”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人们因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而发起的“生态觉
醒”运动。
B. 生态旅游的保护性是要求所开发的旅游地区的原生、和谐的生态系统应受到保护，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

C. 生态旅游强调让当地居民积极参与旅游，从旅游中获益，从而提升其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积
极性。

D. 开发生态旅游，要为当地环境质量的维护提供一定的资金，以防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悲剧再现。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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