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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黄河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探索
——以甘肃省永靖县为例

牛万强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甘肃省永靖县作为黄河上游丝路重镇，自然风光秀美，人文景观众多，大力发展全县域全季节文化旅游产业，建设特色旅

游县城，推动永靖县旅游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从文旅发展的地位、景区文化产业建设、旅游宣传，品牌形象塑造、

管理模式和服务等发展路径探索永靖县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把握新时代、新机遇，全力打好永靖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攻

坚战，利用永靖县独特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民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全力做好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永靖

县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解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分析甘肃永靖县文旅发展优势，解决推动旅游事业发展面临的

问题，探索其发展路径是十分有必有的。

黄河文化；文旅融合；路径探索

黄河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紧密相连，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传承发扬好黄河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黄河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联系，被称为哺育中华民族
的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早在距今约 3000-8000 年的新石器
时代黄河文明与文化就已相当发达 [1]。甘肃永靖县位于黄河上
游临夏回族自治州，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为发扬黄河文
化，加强黄河流域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保障流域经济文化高质量发展、增强发展力，提升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已是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路子的重大战略。建设开发黄河上游永靖县，对保障黄河
上游生态安全，创造生态文明，对充分发挥以生态文明建设来
壮大集体经济具有引领作用。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研究
党的政策红利，做好市场调研发掘市场活力，以点带面，整体
推进，才能使全县人民群众集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全面助力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生态、文化保护区，以旅游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导向，探索黄河文化推动永靖县文旅发展的路径对乡
村振兴至关重要 [2]。

1、甘肃永靖县发展文旅的地理优势

黄河发源青藏高原，属于世界重要长河，干流全长 5464
千米，黄河不仅仅是一条自然之河，更是一条历史之河、文明
之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人民的母亲河，给人类文
明带来了深远影响。万里黄河有 107 公里的长度，以优美的“S”
形流经甘肃省永靖县时，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炳灵峡、刘家
峡、盐锅峡三大峡谷景观的形成 [3]。近年来，永靖县充分发挥
旅游文化带动经济发展，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2、永靖县全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从 2015 年开始，永靖县先后投资 4.3 亿元，以村党组织
主导，启动实施了 1 万元到户、产业提升、产业稳固、等产业
到户扶持项目，产业合理布局，展现乡村重点规划，使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有肥沃土壤和经济支撑。努力将每一个村庄打
造成一大独特的景点，乡村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乡
村人民群众经济的发展升级和结构转型，对永靖县乡村振兴起
着重要意义。

3、推动文旅发展的路径探索

3.1  牢固树立文化旅游龙头地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加强部署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

进流通、畅通和农民收入、农村消费双提升，确定知识产权领
域“放管服”改革新举措，更大便利创业创新，激发市场主体
创造活力。永靖县县委、县政府在县情实际、资源优势和发展
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领先”的工作共识，坚持旅游龙
头地位不动摇，围绕旅游上项目、调结构、育产业，促进旅游
业与城镇、农业、商贸、文体等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奋力打造丝绸之路·唐蕃古道旅游名县。

3.2  推动景区文化产业建设
2016 年 11 月，国家旅游局公布了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单位，永靖县名列其中。永靖县域内建设有 4A 级黄
河三峡国家旅游景区，景区距省会兰州市 44 公里，交通便利，
客源丰富。黄河三峡风景名胜区由著名的炳灵峡、刘家峡、盐
锅峡三大峡谷景观组成，总面积 214 平方公里 [4]。具有世界文
化遗产的炳灵寺石窟景点，在 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塔尔多
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
炳灵寺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
遗的“丝绸之路 : 长安 - 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
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自 1999 年发
现世界上最完整的恐龙足印群以来，相继在同时代地层发现了
刘家峡黄河巨龙、炳灵大夏巨龙、大唐永靖龙等恐龙化石。刘
家峡水电，中国首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
的兼有防洪、灌溉、防凌、养殖等综合利用价值的大型水利枢
纽等著名景点。拥有远近文明的文化旅游景点，全面提升永靖
县旅游事业发展水平。

3.3  提升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景区建设要以文化为建设主线，以景观、旅游、住宿、食

品和商业等多种产业来打造景区空间。景区建设的功能性、文
化主体不同，景区建设效果及收益就不同。一个好的景区需结
合当地地理条件、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等，通过多种载体，打
造一系列具有创意的游玩项目，彰显景区质量 [5]。永靖县先后
实施了县城滨河南路、中环路、金河湾黄河大桥等骨干道路工
程，有效提升了旅游通畅能力，为游客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
俗话说“想要富先修路”，打通经济之路的前提首先打通交通
之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也从单一
的生活方式向多元化转变，旅游方式也由传统的参观模式向体
验式转变，旅游和生活相结合，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永靖县
建了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鼓励周边群众依靠乡村农业产业积极
发展现场采摘娱乐、体验农家气象、民宿等旅游项目，形成了
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农业生态示范基地，生态观光和绿色食
品给游客留下难以忘怀的田园旅游体验，丰富了旅游途中的乐
趣。永靖县还建设了商业步行街、城市广场、星级标准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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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了舒适住宿环境，促进了生活与娱
乐相融合。建成了一系列体育文化设施，有抱龙山凤凰岭滑雪
场、龙舟赛场地等设施，促进旅游业与文化体育融合发展，增
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和感受。

3.4  推动旅游宣传，塑造品牌形象
21 世纪以后，中国旅游业得到迅速发展，旅游业也逐渐走

向国际化，在全球品牌化的竞争下，旅游产业的品牌塑造也至
关重要，因为品牌就是质量，品牌就是效益，品牌就是竞争力。
旅游品牌形象是人们对旅游目的地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吸引物
特征的认知、评价与联想的综合 [6]。永靖县打造了“蓝色黄河·魅
力永靖”的主题口号，拥有两部主打文艺产品“主题歌曲、地
方舞台剧”，通过旅游景区网站、旅游公众微信平台、旅游官
方微博三个宣传平台加强宣传力度，制作了旅游宣传片、旅游
画册、旅游指南、景点导游词等宣传手册，在此基础上，还通
过节日宴会，体育文化等各种赛事、政府宣传推介等方式，切
实增强了永靖县文化旅游宣传的宣传力度与实效性，不断提升
永靖县对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5  创新管理模式细化服务
管理精细，服务到位是现行服务行业的新理念，我国旅游

业正在进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提升旅游品质的大众旅游新阶
段。当前，旅游市场中存在的虚假宣传、强迫消费、安全卫生

等问题在有些地区依然较为突出，为进一步提高旅游管理服务
水平，提升旅游品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8]。为提升旅游
区点服务水平，永靖县组建了黄河三峡大景区管理委员会，对
景区实行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保护，成立了景区派出所，强化
了旅游安全保障，提高了游客满意度。提升服务品质，开展了
旅游电商等创业培训，按照微笑服务标准要求，在精细化管理
过程中做到全覆盖，大力宣传文明常识和文明服务礼仪，着力
营造良好的旅游氛围，对促进文化旅游工作规范化、专业化、
个性化具有重要意义。

4、结语

推动黄河文化旅游资源统筹协调发展，带动全省文化旅游
区域融合。根植于黄河文化，实现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从多
方面，多层次，多领域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尝试，通过各种融合
发展途径不断探索推动文化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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