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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学对文旅融合发展的启示及实践路径

新阶段，平凉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推进文旅

融合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民生福祉的有效

路径。

（一）悠久的地方历史是平凉文旅融合发展的宝贵

资源

平凉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是中华文化的发祥

地之一。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这里繁

衍生息，创造出了古成纪文化、西王母文化、古丝路文

化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为乡村振兴和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文化资源。其中以黄帝问道而

闻名的崆峒山道源文化，是平凉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大力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战略指导下，首先要保护好这些宝贵

的文化资源，进而深入挖掘这些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

当代价值，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才能行稳致远。

（二）持续的文化创新是平凉文旅融合发展的内生

动力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的 前 提 是 文 化 创 新 ， 而 文 化 创 新 首

先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首先，文化创新是平

凉旅游产业发展的指引理念。平凉旅游产业要健康持续

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准确把握全域旅游示

范区的功能定位，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采用

现代运营方式，从文旅集团的打造、从业人员素质的培

训、交通条件的改善、旅游路线的精心设置到整个平凉

全域旅游产业的发展，都要注重文化创新。其次，文化

创新是平凉旅游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平凉旅游景点大

都是人文景观，这就决定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应以历史文

化资源为依托，彰显平凉旅游产业的文化特征。再次，

文化创新是平凉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最后，文化

创新是平凉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旅游产业不

仅要对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开发，更重要的是进行科学保

护。尤其是对一些极易受到破坏的文物，必须先保护后开

发，不能为了发展旅游业而采取掠夺性甚至毁灭性开发。

（三）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平凉文旅融合发展的机制

保障

文 旅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是 平 凉 结 合 市 情 ， 把 握 经 济 发

展新常态、全面贯彻新理念的重大举措。只有紧紧围绕

全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牢牢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一核三带”建设重大发展机遇，才能有效发挥平凉

旅游区的区位优势。一要突出地域优势，抓好特色产业

的发展。二要突出文化优势，切实打造崆峒文化品牌。

三要突出市场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切实抓好重大

产业项目的辐射效应。四要突出政策优势，抓好陇东南

率先发展，陕甘川毗邻地区协同发展机遇，加强市场监

管，不断完善各项体制机制，为文旅深度融合营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

（四）薄弱的基础设施是平凉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

瓶颈

平 凉 旅 游 区 在 推 进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中 已 经 取 得 了 显

著成效，但因平凉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条

件所限，在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

题。一是对旅游资源盲目开发，造成资源浪费、市场发

展 不 平 衡 。 二 是 文 化 旅 游 承 载 力 弱 ， 影 响 生 态 环 境 建

设。三是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破坏文化旅游市场。四是

基础设施不完善，加剧旅游环境恶化。五是旅游产品开

发层次低，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六是文化旅游从业

人员素质较低，缺少专业化人才。七是文化旅游促销方

式 陈 旧 ， 创 新 意 识 不 强 等 。 只 有 不 断 破 除 这 些 发 展 瓶

颈，平凉市才能够发挥全域旅游示范区的主体功能，探

索出一条适合本地文旅融合发展的有效模式和路径。

文旅融合是当今产业融合的主要形式之一，文化是

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的大背景下，平凉旅游区只有立足本土历史

文化资源，才能打造成带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新的增长极，才能探索出一条陕甘川毗邻地区经济社会

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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