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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  Shaanxi  "Three-Year"  Campaign  Column丨深化陕西“三个年”活动 Ｄ

通、绿道畅通、驿站连通的立体化运动休闲空间。

（三）多点支撑：突出宝鸡多维特色资源

一是业已成熟的市区旅游资源，如大水川、九龙山

旅游度假区，大唐秦王陵、大散关、炎帝陵等景区。

二是工业农业融合旅游资源，如长乐塬抗战遗址公

园，吉利汽车、青岛啤酒等工业旅游区，绿丰源农旅融

合示范园、晁峪田园综合体等。

三是城市近郊乡村旅游资源，诸如玉池公社、赤沙

农耕民俗园等。

四是都市时尚休闲旅游资源，如“太阳市-陈仓老

街”都市美食休闲时尚街区，经一路、新民路省级特色

步行街，宏欣国际步行街等。

五是都市景观旅游资源，如宝鸡大剧院、宝鸡文化

艺术中心、火车站广场等城市标志性特色建筑等。

六是城市微景观，包括广场绿地、小游园、口袋公

园等彰显宝鸡文化特色的景观小品和标识标志。

宝鸡都市旅游发展的现实挑战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品质型都市旅游的需求加速增长，个性化、复合化的旅

游消费心理凸显，“互联网+”的智慧旅游成为都市旅游

发展新趋势，这些都为宝鸡都市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挑战。近年来，宝鸡市已逐步形成了现代都市风貌、历

史街区、商业娱乐、郊野休闲等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

在国内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是，宝鸡都市

旅游发展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亟需完善和提高。

（一）旅游发展模式有待更新

随 着 人 们 生 活 方 式 、 消 费 方 式 的 改 变 ， 旅 游 需 求

也随之改变。人们对于旅游消费的需求已经不再满足于

“到此一游”的走走看看，而是更加注重旅游质量，希

望通过深度游览融入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更为真

切地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此外，旅游群体也因年龄、

性别、收入水平等因素而被细分为不同种类层级，个性

化、复合化的旅游消费心态凸显。

（二）文旅资源融合尚不到位

文化是都市旅游的灵魂，本地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和文化旅游产品是保持都市旅游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制胜

法宝。宝鸡市区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目前文化旅游资

源的深度开发尚且不足，城市色彩还不够鲜明，没有形

成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旅游品牌。

（三）旅游资源同质化现象仍然存在

一方面，在城市范围内，由于都市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不足，使得部分旅游资源缺乏深度

文化内涵，导致旅游资源同质化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

面，在同一个文化区域内，只利用一种元素进行旅游活

动或旅游产品的开发，使景区缺乏长期的吸引力或持续

发展的能力，容易导致同质化的恶性竞争。

（四）新媒体时代的智慧旅游发展相对滞后

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

施，以及智慧城市的加快建设，发展智慧旅游已经成为

大势所趋。一方面，从旅游内容和旅游形式上来看，游

客体验智能化需求不断增加，同时通过智慧旅游程序，

可以对旅游地的人流量、旅游时间、消费习惯等进行统

计，从而可以更精准地定制旅游资源。另一方面，从旅

游宣传上来看，如何巧妙利用新媒体手段宣传推介宝鸡

旅游资源也是当下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五）都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还存在一定短板

虽然城市核心区域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日臻完善，

但 旅 游 服 务 的 便 捷 化 、 智 慧 化 、 全 面 化 还 存 在 一 定 短

板。比如目的地旅游集散体系不健全，自驾或自助的游

客均需要游客集散中心提供购票、咨询、加油、休息、

租车、拼车、换乘等“一站式”服务，但目前市内游客

集散中心的知名度较低、点位较少。

宝鸡都市旅游提质升级的现实路径

（一）更新旅游消费观念，加快都市旅游产品和服

务内容提升

旅游新消费业态应当是“本地氛围+地方特色+舒适

生活+深度体验”的集合体，要在与旅居、康养、亲子互

动等融合中推进传统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一方面，丰

富“一核三带多点”的服务内容，增加旅游内容供给，

丰富游览形式。另一方面，挖掘近郊特色旅游项目，塑

造“宝鸡·周末好去处”品牌，通过媒体宣传、政府推

介等方式扩大宝鸡近郊旅游地的知名度，助推都市近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