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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处（国保2处、省级5处）；通渭是一片红色热土，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先后

经过全县所有乡镇80%左右的村庄，留下红色革命遗迹

20多处；东汉时期，通渭著名的“夫妻诗人”秦嘉、徐

淑，为五言诗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凸显区位优

势。通渭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一带一路”南

向通道的必经之地，310国道穿境而过，宝兰高铁使通渭

融入兰州、天水“一小时都市圈”和西宁、西安“两小

时经济圈”。三是加快景区建设。合理配置自然风光、

民俗风情、民间文化、红色资源、温泉康养旅游资源。

通渭县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及产业链

构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通渭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1、项目投资小，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

通 渭 文 化 产 业 的 发 展 缺 乏 有 效 的 融 资 渠 道 ， 当 地

资金有限，难以支撑文化旅游产业的大发展。一些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难、招商难、建设资金不足、项

目无法长期实施。一是投资开发主体相对单一，目前投

资开发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模式，按照市场规律规则开发

运行还有差距。已建成的县级公共文化场馆规模小、水

平低、设备落后，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景区基础服务能

力薄弱，制约了全县文化旅游的发展。二是景区开发水

平低。目前，该县没有充分开发的景区，如通渭温泉的

食、住、行、游配套措施不完善，缺乏必要的休闲保健

配 套 服 务 ， 服 务 产 品 单 一 ， 难 以 满 足 游 客 最 基 本 的 舒

适、方便和休闲需求。三是旅游产品种类少。已开发的

休闲度假旅游产品配套措施不完善，市场需求不足，以

观光为主的产品水平低、规模小、配套设施不完善。 

2、产业链不完善，整体发展不够

在文化产业中，书画产业占主导地位。近年来，呈

现较好的发展势头。书画的创作、展览、培训、研究、

鉴赏、交易，书画带动的旅游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食、

住、行、玩一体化服务的配套措施还存在较大差距。艺

术、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同时，没

有以此为龙头，充分带动通渭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温泉

休闲养生、红色旅游等，在宣传、推广、综合服务等方

面存在困难和问题，丰富的民俗文化等文化资源没有得

到充分挖掘和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水平低，创意文

化产业发展滞后。一是旅游商品还处于低端，没有成熟

的旅游商品，还没有从事旅游商品研发、生产的相关企

业，还没有一体化的产供销产业链，也没有具有地域文

化色彩的旅游商业街区。二是很少有反映和推广通渭文

化 旅 游 的 品 牌 。 品 牌 意 识 不 够 强 ， 没 有 响 亮 的 旅 游 品

牌。三是传统村落和民俗文化保护项目较少，部分文化

旅游资源无法有效开发。同时，现有旅游品牌发展水平

较低。

3、基础服务设施落后，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不够

县域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总收入少，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投资有限，支持力度不够。一是整体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低。旅游业的发展需要综合措施，特别是良好

的道路、饮食、住宿条件和生活环境。通渭县是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经济基础薄弱。近年来，政府对旅游产

业链的考虑不够全面，对施策的投资也较少。二是住宿

档次和服务水平不高。目前全县仅有一家4A级旅游星级

酒店，难以满足游客的需求。同时，其他酒店、餐厅配

套设施不完善，服务水平处于底层，餐饮、停车、旅游

服务较差。三是交通条件差。县域到景区、景区之间的

交通网络建设不完善。

通渭县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及产业链构建的对策

通渭县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及产业链构建，要坚持以

文化为基础、书画为核心，加快“书画+”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同时带动通渭其他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推动食、

住、行、游、购、娱等一体发展，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

成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新引擎。

1、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加大政策倾斜支持力度

通 渭 县 应 根 据 文 化 旅 游 资 源 丰 富 的 县 情 ， 政 府 应

在协调管理、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一是建立利益协调领导机构，出台相关政策，切实

加强政策支持，整合各部门旅游开发资源，统筹管理，

统一调配文化旅游资源，科学合理调整利益关系。聚焦

项目旅游建设，形成合力，共同发展旅游业。建立健全

旅游业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按照旅游业目标责任定期监

督检查，确保目标落实。二是突出特色优势，高标准编

制旅游一体化发展规划。制定《通渭县书画文化产业发

展规划》和《全域旅游规划》，加强平襄书画城、温泉

度假区、榜罗会议纪念馆、长征长城主题公园、秦嘉徐

淑公园等重点景区建设，努力打造榜罗镇革命遗址、悦

信国际温泉度假区、秦嘉徐淑公园书画村成为4A级旅游

景区，在空间上围绕景区形成乡村旅游圈，打造“景区

带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带动景区在餐饮、住宿、商贸

等方面实现创业就业。三是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自然

和谐的生态环境、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服务是

提升旅游吸引力、延长游客停留时间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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