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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山水风景
是需要打磨的“美女”

走遍山山水水，还是家乡最美。也
有不少达州人从“理性”角度分析，认为
达州旅游资源比较匮乏。

刘世明在大学里的主要研究方向就
是旅游营销，他有着自己的见解：旅游资
源就如美女，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生
丽质，如九寨沟，生得就是那么静若处
子，翩若惊鸿。但最多的还是第二种，就
是小家碧玉，但是稍加打磨——也就是
美容，过后也是出水芙蓉。达州的风景
就属于第二类。

刘世明掰着指头给记者一一道来，
达州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文化有文
化，要出产有出产，我们的资源并不比周
边任何一个地方差。当然，我们的资源
并不是天生丽质，很多资源需要稍加打
磨。“只需要去韩国一趟，回来就是一绝
世美女！”刘世明幽默地笑着补充说：“游
客看的是现在的美女，而不会去计较美
女之前如何。”

“三巴”风情
是达州最大优势资源

“发展山地休闲旅游是达州旅游发
展的战略选择。”刘世明认为，基于达州
的资源共性、历史文化底蕴、巴人文化区
的现状，以及旅游品牌建设考虑，达州的
好山好水能打造成为中国山地休闲旅游
目的地。

首先，他认为，达州发展旅游所面临
的时代趋势是休闲旅游时代的到来。根
据世界旅游组织标准，人均GDP超过

5000美元时休闲旅游开始兴起。依此
标准，我国在2011年开始已经全面进入
休闲旅游时代，这是达州发展旅游所面
临的时代趋势。

发展什么样的休闲旅游？刘世明从
历史文化根基和本地旅游资源两个方面
给记者分析了原因。他认为达州旅游资
源可概括为“三巴”，即巴山风光、巴
人文化、巴山红军。就三类旅游资源比
较而言，达州的巴人文化最具独特性。
达州是古代巴人长期的文化中心区，也
可能是巴人最后的消隐地。根据旅游资
源开发理论，文化差异度产生景观吸引
度，成为决定旅游客流的主要因素。
达州所承载的巴人文化及巴人文化的
神秘，与现代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文化
差异度，无疑是达州旅游的最大优势
资源。

同时“三巴”旅游资源的共性在于：
巴山风光百里峡、八台山、花萼山等，本
身体现的是“山地”；在此世代繁衍生息
的巴人是地地道道的山地民族，其文化
类型属于山地文化；秦巴山的“山地”养
育了巴山红军，是巴山红军的载体和母
体。因此，达州休闲旅游不同于其他地
方的休闲，而是有巴人文化底蕴的山地
休闲。

他认为，达州旅游的根——巴人文
化有了，达州旅游的个性——“山地休
闲”也出来了。所以，达州发展山地休闲
旅游不仅仅是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
选择，而是基于达州的自然、生态、经济、
社会、历史和人文等综合资源禀赋比较
优势的战略抉择。

达州休闲旅游
辐射本土周边8000万人

谈话间，刘世明从市场角度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休闲旅游的游客主要来自
于4小时内圈层的潜在消费者。达州周边
的动车3小时、汽车4小时圈层内有成
都、重庆、西安3个省会城市，有广元、巴
中、遂宁、南充、广安、汉中、安康等7个地
级城市。

这些城市中成都人均 GDP超过
10000美元，重庆、西安为7000到10000
美元之间，其他地市除了巴中之外，人均
GDP都是3000到5000美元之间。也就
是说，在达州所能辐射的休闲旅游圈层
内，成都、重庆、西安休闲旅游已经成熟，
周边有7个地级城市休闲旅游已经开始
兴起。这些地区的人口加起来，包括达
州市在内总计超过8000万人，而这正是
达州休闲旅游市场潜在的消费者。特别
是，达州本地就有近700万的消费人群，
离重庆2900万这个市场又非常近，达州
处于四省（市）通达之地等等，这些无疑
是达州发展休闲旅游的市场优势和人气
所在。

但是我们现在缺少的是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还是旅游产品！刘世明连连
慨叹！

今年12月，刘世明将结束他的挂
职经历，回到西华大学，对于达州旅游
发展前景，他有着很高的期待、很深的
思考和急迫的心情。他谈道，达州有丰
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山地资源，有足够
的条件挖掘打造出独特的山地休闲旅游
产品。现在是最具达州比较优势的“原
始食材”已经摆在厨房，所需要的就是
好好烹饪，端出这道精品“主菜”给旅
游消费者。

期待成为中国山地休闲旅游目的地

达州，拿什么揽“瓷器活”？

八台山风光

“从西华大学来达州挂职半年多了，走过这里的山
山水水，期待达州能打造成为中国山地休闲旅游目的
地。”最近，在一次市级部门会议上，挂职达州市旅游局
任副局长的西华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世明抛出
了这个观点，并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小学语文教学应注重修改病句教学
□通川区八小 李秀

在新课改的要求下，小学语文
教学过程中，修改病句教学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大。产生这一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因为病句现象会随着时代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修改病句教学
需从小抓起，现在的小学语文教学
中应注重修改病句教学。

一、修改病句在教学中的重要
性

修改病句，顾名思义，是对一句
有语病的句子进行修改。在不改变
句子原意的情况下，将句子中有错
误的地方进行调整或者删除，使得
句子更加通顺。众所周知，中国文
化博大精神，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更
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同一个句子表
达两个意思的句例比比皆是。在新
课改下，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小
学语文的教学目标，是指导学生正
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修
改病句教学，是实现这一教学目标
的主要途径。

二、修改病句的教学现状
目前，我国小学语文教学过程

中，修改病句教学现状不容乐观，存
在几个误区。

只注重最终结论
教师在修改病句教学过程中，

往往只注重病句修改的结果，而不
注重修改过程。然而，修改过程，是
对学生思维过程的体现。在修改病
句教学中，学生只有掌握了病句修
改的原理，才能够进行举一反三，在
以后的修改病句中能够熟练使用掌
握的技巧。

比如，修改病句“我们怀着愉快
的和高兴的心情走进了青秀山公
园。”学生A回答：“我们怀着愉快
的、高兴的心情走进了公园。”学生B
回答：“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走进了
公园。”此时，教师评价学生B修改对
了，就匆匆结束了这一段病句修改
联系。对学生A来说，并不知道学
生B是如何修改的，以后自己应该怎
么改；对学生B来说，可能真的掌握
了修改病句的方法，但也有可能是
蒙对的。对于这种现象，教师应该
说，还有另一个正确的修改方法，即

“我们怀着高兴的心情走进了公
园。”如此教学，不仅让学生知其然，
还让学生知其所以然。

只注重机械训练
目前，我国小学年级语文教学

中修改病句教学，往往只注重对学
生的机械训练，教师鲜少参与指

导。学生对修改病句机械性训练，
广义上，确实能够巩固修改病句知
识。但实际上，机械训练，对同类型
的病句修改知识缺乏综合的、系统
的训练和比较。教师只注重机械训
练，而不注重病句修改的方法与技
巧，学生往往只会修改见过的病句，
而不会进行举一反三。

只注重教材训练
修改病句教学，往往是对教材

内容进行教学。而学生在生活中的
言行，却是书本上没有的。因此，学
生在语文课本上，掌握了修改病句
的技巧，但是却无法应用于生活之
中。对于教师而言，修改病句仅仅
注重教材的训练，而不与教学生活
进行融合，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常常出现语病现象却不自知，不仅
有违教师的专业形象，同时还会对
学生带来不利影响。

三、修改病句教学的方法和步
骤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修改病句
首先要掌握病句所要表达的意思，
领会了正确的意思，才能够进行正
确的修改。而中国语言一词多意的
词句很多，修改病句之前，一定要反
复阅读推敲，找准病因，才能够选择
正确的修改方法进行修改。

众所周知，一个句子，是由主
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
组成的，而主语、谓语、宾语是句子
不可缺少的三个主体。修改病句的
方法有三种，其一，补法，即对原句
进行补充说明，这种方法应用于有
成分残缺的病句。其二，删法，当
句子意思有重复累赘、搭配不当等
语病时，应对赘余部分进行删除。
其三，换法，这种方法应用于搭配
不当、用词不当以及指代不明的病
句。

修改病句的主要步骤，可分为以
下三个方面：其一，整体入手，反复阅
读。在修改病句之前，要对病句进行
反复阅读（包括默读、出声读等）推
敲，分析句子要表达的意思，找出句
子的主谓宾结构。其二，知识再现，找
准病因。通过研读，掌握了句子要表
达的意思之后，分析句子属于哪一种
类的语病现象，是成分残缺，还是重
复累赘，亦或者顺序不当。其三，掌握
技巧，对症下药。在分析了句子的语
病属性之后，根据掌握的修改病句的
三个方法，选择合适的、恰当的修改
方法对症下药，进行病句修改。

□文/本报记者 魏华 图/本报记者 蒲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