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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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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作为脱贫攻坚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是落实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对于秦皇岛地
区而言，自身存在着旅游资源和体育文化优势，为产业的融合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增加
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深度。对此，为进一步加快体育旅游资源建设，分析秦皇岛存在的体育旅游资源优势，并探索行
之有效的实施策略，旨在推动秦皇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真正意义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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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大力提倡产业融合的背景下，大力开发秦皇

岛体育旅游资源，发挥优势资源带动产业发展的作用，
可实现产业协同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特别
是秦皇岛自身具备的冰雪和水体体育资源，需要不断加
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力度，与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互
动，带动秦皇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并解决旅游产业发
展乏力的问题，实现产业间的合作和协同发展。 

一、秦皇岛体育旅游资源优势分析 
秦皇岛位于我国河北省东北部，是我国最早开放的

沿海城市，也是我国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港口、旅游、休
闲娱乐城市。秦皇岛自身有着地理位置和客源上的优势，
还具有体育文化资源上的独特性。首先，秦皇岛作为海
滨城市，有着常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优质的海滩、以
及海岸新区，适应开展各类水上体育运动，为不同游客
提供冲浪、滑水、游泳、潜水等项目，增加体育旅游的
特色。而依海而建设的海洋馆、海底世界、娱乐城，都
可成为地区特色的景点，将滨海旅游资源，与体育旅游
资源结合，为游客创造更为优质的旅游条件。其次，秦
皇岛地理位置优越，是华北和东北交通要道，并依靠京
津冀经济圈，自身有着旅游客源上的优势。京津冀首都
经济圈，不但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的前往，国外游客数
量的不断增加，使秦皇岛客源丰富，对游客的吸引力持
续增加。最后，体育文化资源优势，以北京为中心的奥
运体育文化、长城为主题的旅游文化、地域民俗文化，
都是秦皇岛优势的体育文化资源。将各类人文体育资源，
与旅游资源相结合，打造出即具有旅游特色，又不失文
化品位的体育旅游产品，可吸引更多的游客关注，促进
秦皇岛体育和旅游事业的协同发展。 

二、秦皇岛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
系 

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体育旅游资源的
开发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乡村振兴战略围绕我国乡镇
地区，以发展经济，积极人才为主，以优化乡村生态环
境为辅，从多个角度优化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地区快速
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可利用乡村
生态修复下产生的成果，为体育旅游项目的发展提供优
美的自然环境，促进各类全新体育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
同时，乡村振兴优化人才配置，可为体育旅游资源的开
发和建设提供人力资源的保障。从环境和人力资源上加
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深度，可推动体育旅游事业的进步
和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的落地。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以及全新旅

游项目和景点的建设，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不断提升乡村居民收入，改善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
同时，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
配套产业的协同发展，可优化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不
断盘活市场经济，减少农村居民对传统农业的依赖程度，
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和发展能力，从而实现乡村地区自
我发展动能的强化。 

三、秦皇岛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
路径 

（一）深入挖掘秦皇岛冰雪文化资源，开发特色冰
雪体育旅游项目 

冰雪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还是一种人文旅游资源，
具有极其丰富、广泛、深厚的文化内涵。冰雪资源具体
涵盖冰雪艺术、建筑、服饰、文创、冰雪科技文化等等，
是秦皇岛丰富的旅游资源体系中，最具特色、吸引力和
影响力的一大优势资源。尤其是秦皇岛自身独特地域优
势，既能够建设适合旅游者滑雪娱乐的低山地带，还可
建立大型滑雪场、溜冰场等，体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基于此，在深入开发秦皇岛体育旅游资源进程中，需要
以带动当地乡村振兴发展为目的，以最大化发挥秦皇岛
体育旅游资源优势为导向，深入挖掘、开发冰雪体育文
化资源，打造独特冰雪体育旅游项目，使秦皇岛体育旅
游更具文化内涵，形成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冰雪体育旅
游产业体系。首先，以冰雪体育旅游为依托，充分挖掘
秦皇岛的秦文化、长城文化、商贸文化、历史文化与地
域文化，融合开发不同形式的经济活动。其次，注重打
造集观光、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冰雪体育旅游项
目，充分发挥秦皇岛区域优势、资源优势，结合秦皇岛
文化与体育特点，开发雪地足球项目品牌，让游客在雪
地上体验足球的独特魅力，塑造独特旅游产品。此外，
构建优质的服务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冰雪体育旅
游设备、器具、安全防护措施等配套设施建设。加强与
国内外已成熟的冰雪体育旅游产业合作学习，提升秦皇
岛冰雪体育旅游项目建设的专业性水平，满足游客追求
个性的旅游需求。 

（二）充分发挥秦皇岛水体资源优势，打造精品水
体体育旅游路线 

秦皇岛除了拥有丰富的冰雪资源，还涵盖了极具特
色的水体资源，是秦皇岛作为滨海城市的一大旅游特色。
在开发秦皇岛体育旅游资源过程中，应顺应海岸优势，
发挥沿海村镇资源优势，加强资金、政策投入，带动沿
海村镇的村民共同开发水体体育旅游路线，搭建各种水
体体育旅游项目，吸引诸多旅游爱好者积极参与。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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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当地经济增长，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与旅游市场创造有
利条件。一是以助力乡村振兴为目的，开发“溯溪—观
光—农家乐”体育旅游路线。溯溪是一项建立在自然水
域之中，克服地形与水的阻力，最终达到水之源泉、山
之顶峰的运动项目，与自然和谐共处，可选择在中间区
域开设农家乐，由当地村民为游客提供土生土长的美食
文化、农家乐文化，让游客在接近自然、观光自然、享
受运动的同时，了解当地乡村文化特色。二是打造“横
渡—游艇—民俗风”精品水体体育旅游路线。横渡又称
“水中马拉松”，对水质情况、水中微生物种类与数量要
求极高，需提前做好安全措施，保障游客生命安全。 

（三）积极建立制度体系与培养机制，助力乡村振
兴与体育旅游事业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好明确要求各部门、各行业
要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多举措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
体育旅游产业作为带动创业、促进就业的重要推手，也
应担任乡村振兴发展重任，坚持以助力乡村振兴为目的，
深入挖掘秦皇岛当地优势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各种体育
旅游项目，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实现当地经济水平持续
提升。但由于个别企业为获得经济效益，在开发体育旅
游资源时常常会出现过度开发现象，严重影响当地自然
环境，并未保护好自然生态，不利于体育旅游产业长久
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结合实际制定针对性、
科学性、合理的制度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利用制度规
范体育旅游产业资源开发行为，加大对当地生态、自然
环境的保护。并培养一支具有创新创造能力、先进观念、
生态环保理念的人才队伍，加入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当中，
为促进秦皇岛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吸纳更多人才，带动地
方经济发展。 

一方面，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需坚持以满足市场
需求为导向，立足自身实际，大胆创新、与时俱进，建
立强有力的制度体系，科学规划体育旅游市场，做好产
品研发与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为旅游产业绿色持续
发展打好基础。由秦皇岛当地体育部门与旅游部门成立
管理机构，深入市场调研，挖掘体育旅游资源，应对开
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建立责任分配制，合理分配
各部门工作职责、权利，保障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齐心
协力，助力秦皇岛体育旅游事业发展。另一方面，建立
人才培养机制。为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当地体育
旅游产业应聘请邻近村民参与旅游资源开发工作，加强
对村民专业技术培训和考核，定期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对
村民进行技术技能知道，灌输规范操作、安全操作与风
险意识。不断提高其服务意识与能力，以更好地配合职
能部门开发体育旅游资源，提高村民经济收入水平。同
时，还应搭建高精尖人才引进机制，利用高新、高质、
发展潜力吸引人才，给予住房、子女上学、就医等一系
列优惠措施都好做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产业快速
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储备支撑。 

结语 
总而言之，秦皇岛作为我国沿海城市，有着广泛的

体育旅游资源，在我国大力提倡产业融合下，加大体育
资源的开发建设力度，可打造优势的体育旅游项目，带

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乡村旅游配套产业的优化，
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真正落实。面对体育旅游资源开发
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秦皇岛应深入挖掘自身具备
的优势资源，打造优势的体育旅游项目，吸引更多的游
客前往并消费。还能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使体育旅游
产业与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互动关系，推动秦皇岛地区优
化建设，实现产业化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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