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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滩区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赵志旺

菏泽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中国·山东  菏泽  274000

【摘　要】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注重和发展黄河滩区生态文化旅游，发挥和开发黄

河滩区的优势和特点，促进生态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本文从盘点文化资源，完善黄河文化保护体系，

生态和文化的融合，黄河故道旅游品牌打造与开发，利用和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培育乡村特色旅游体验新场景，打造和

提升沿河遗存非遗艺术旅游新品牌，推进黄河滩区旅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几个方面来阐述黄河滩区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

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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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课题】菏泽市社科规划课题：《鲁西南滩区黄河文化旅游带助力乡村振兴研究》（2022-8）

1　全面盘点文化资源，完善黄河文化保护体系

黄河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和灵魂，是中国文化的

根。 黄河文化蕴含“天人合一”自然伦理观，对黄河滩区

生态文明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上的支持，作为中国旅游业

最具活力的黄河文化旅游业态,在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发挥黄

河旅游这个重要的品牌，打造最具影响力的旅游胜地，是

黄河沿岸和黄河滩区所要重点发力的方向，如何突破现有

的旅游模式，高质量发展更和发挥黄河滩区生态旅游寻找

到新的方向和思路。

我们要全面落实和盘点黄河滩区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要

梳理出重要且能够发扬和做大的文化资源，要对这些有价

值的文化资源进行细化，挖掘其内在的价值。把这些有价

值的文化资源进行归档、宣传、打造，以各种形式挖掘其

在当下的意义，不仅达到保护的目的，也同时对文化资源

进行传承和发扬。要建立一套对完整的文化保护体系，从

分档、分类、分级到有重点的、有目的的逐步推进建设和

打造，使这些文化资源散发出历史和时代的价值。同时要

积极利用当下的各种多媒体和信息资源，利用各种大的平

台，更好的报黄河滩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宣传出去，提升黄

河滩区的文化旅游的影响力。

2　打造生态和文化的高度融合的旅游环境

自然和人文的融合，不仅能提升生态的品味，也使优

秀的文化得到了传播和发扬，让人们在享受自然风景的同

时，也享受文化带给它的盛宴，让游客流连忘返。自然和

人文的融合使旅游能够体验到一个和谐的，完美的，天人

合一一种状态里，提升游客的旅游品味和质量。

黄河滋润了中华大地,创造了中华文明,是华夏文明的摇

篮,黄河滩区周边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比较有名的是尧舜

文化，庄子文化，水浒文化，牡丹文化等等，黄河流域有

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可以

建立黄河国家森林公园，黄河国家湿地园，黄河国家植物

园等，在这些生态环境里，为使旅游资源进一步优化，应

以黄河文化为主线,恰当布局景区与景点,在此修建带有黄

河烙印的纪念场所。建立和打造具有影响力文化因素，打

造生态文化主题公园就是一个例子,能够让游客留下深刻地

印象，搭构和加深对文化的认识，可以建立一座有关《庄

子》名录碑，同时编剧和申请国家项目的关于“庄子”的

大型歌舞剧。让游客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不仅优化了

旅游环境，也体验到文化带给他们的魅力与享受。

要有大黄河旅游观，要建立一个绿色、休养、采摘和体

验的生态环境，注重各业态融入的和谐性、合理性和创新

性的理念，使人们感受到人与自然的亲切和和谐统一，要

注重黄河文化的精神融入到旅游生态里面去，挖掘和发扬

黄河文化资源的精神，造福黄河滩区流域的人民，为黄河

文化旅游带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3　黄河故道流域文化的旅游品牌打造与开发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讲话中强调,沿

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

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

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

黄河古道作为黄河滩区重要的一个地标，有着丰富的历

史故事和优质的地质风貌，多次的改道形成了自然景观是

滩区的一大美景，丰富的水资源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无限的

构思，丰富的历史故事承载着华夏儿女的顽强拼搏优秀传

统。黄河古道多次洪水泛滥，成就了当地居民的村社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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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村台景观，如何把黄河古道根据

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打造出一个集观赏、娱乐、休闲和住

宿的旅游精品样式，这是菏泽黄河故道现在旅游开发的重

点。为避免单一重复的自然景观旅游模式，在黄河古道系

统规划设计应通过利用文化、植物、地形条件等增加多种

形式的空间设计,充分利用黄河滩区景观的自身特点创造优

质的旅游景观，建立了黄河故道植物园，黄河故道植物园

以东明马头林场为坐标，占地面积3000余亩，其中水面面

积300余亩。目前，基地育苗面积达2600亩，苗木品种120

余个、300多个系号，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速生法桐、速生

白腊、红叶白蜡、金叶白蜡、大叶女贞、栾树等大乔木繁

育基地，三季有花、四季常青、上乔下灌、春华秋实，被

誉为鲁西南天然氧吧。在这里建设生态空间景观廊道,建立

以牡丹为特色的牡丹观赏园，利用湖、坑多的特点建立以

莲花为特色的莲花湖，以石榴为主题的石榴园等，规划建

设农耕体验园、垂钓园、青少年学习基地等,形成休闲度假

的黄河古道生态旅游区。黄河滩区故道所拥有的具有文化

纪念价值的资源特别多，因此，可 修建黄河故道治水博物

馆、 河故道民俗博物馆、黄河故道农耕博物馆等。这种具

有很强包容性，又具有鲜明的特色，将会加持黄河故道的

旅游价值，把黄河故道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菏泽黄河故

道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已得到了初步开发，以上这些模式

会有力促进菏泽黄河故道旅游向多元化发展。

4　充分利用和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培育特色旅游体验

新场景

黄河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故事，这是黄河的文化精神和

文化特色，发挥和增强黄河发展的动力，滩区应当对历史

文化底蕴和乡俗文化遗存进行深度挖掘和整理，打造充满

历史厚重感的生态人文景区。村台景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开发模式和突破口，历史上滩区人民为了防范洪水之灾，

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村台是记忆，是乡愁，是品牌，

已成为鲁西南黄河滩区文化的重要特征。“对于建筑艺术

而言，不仅仅是基于其独特文化的装饰构件，更多的是来

自于历史传承下的文化积淀”，有其独特的造型特点和院

式构造。通过自然景观的构建，要挖掘和体现村台文化的

历史，使村台更能凸显出它的特色和历史厚重的景观，同

时使村台更具有人文和生活气息。作为一个保护性开发模

式，尽量保持村台的面貌。黄河滩区建设应按照“一村一

品、一台一韵”的原则，实现传统风貌与特色塑造的完美

结合.鲁西南黄河滩区应通过“立足自身区域优势，打造属

于本地独一无二的乡村旅游品牌”。繁杂的产品体系需要

统一的品牌来引领和整合，这就要求加强流域内的文化和

旅游合作，在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资源普查和专

题性研究的基础上，启动省际层面的文化旅游协作，共同

打造品牌统一的旅游产品体系，培育世界级的黄河文化旅

游品牌。

情景再现模式是利用现代技术再现以前的生态和历史

故事，使人能够置身其中，近距离体验现实的生活状态和

自然环境，游客具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激发游客的心灵感

受，体验到不一样的旅游状态。随着交互技术的发展，建

立旅游者和虚拟场景的互动和介入，使旅游者置身其中，

使旅游者真正能体验到虚拟技术所带给的体验感，能够嫁

接虚拟的现实感，旅游者可以穿越时空，回到恐龙时代，

感受各种恐龙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可以穿越历史，回

到大禹治水的时代，可以感受和大禹一块疏导洪水的情

景，也可以穿越鸟的世界，感受各种各样的小鸟生活习性

等等。也可借助 VR、AR 技术,打造悬河奇观、治黄壮举、

历史典故等,加速黄河流域体验文旅建设进程。在旅游时

我们可以采取旅游盲盒的形式，不光使游客享受到虚拟技

术带给的体验感，也能带给旅客惊喜和刺激，使这种好奇

和好玩带给旅游者别样的体验，丰富旅游的样式。虚拟技

术使得游客能够感受到不同黄河流域的人文、历史、自然

等的一种融合，也可有不同时间，不同的样式的创造性的

为游客提供多种的、新型体验的旅游模式。通过虚拟体验

旅游方式，可以对各种好的资源进行嫁接，形成互通有无

的高质量的旅游发展模式。体验方式多种多样，要采取切

合实际的，具有创新的体验方式，来满足旅游的好奇心和

提升旅游的质量，漂流体验和田园体验也是很好的体验方

式，不仅能够丰富旅游的层次和种类，也能给旅游带来刺

激，使游客能够零距离体验田园风趣，增加旅游的质量。

5　深入挖掘沿河遗存非遗的原型和着力点，打造和提

升沿河遗存非遗艺术旅游新品牌

旅游产品的开发是和研究是旅游资源呈现活力的一个重

要方面，开发和研究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不仅为

旅游者提供作为商品消费品，也满足旅游者一个精神上需

求，体会到文化创意所带来的幸福感和喜悦感。要打造具

有影响力、具有特色的、包含着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差异性

的旅游产品。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多层

次的发展思路。

黄河滩区“非遗”文化大多数具备鲜明的地域特色，

蕴含着所属地区人群的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折射出特定

人群的文化心态。黄河滩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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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对于黄河滩区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收集、整理出版等工作，建立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档案和数据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凝练出具有重要价值的和具有

开发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宣传。黄河滩区的具

有特色的非遗资源，是区别于其他地域非遗差异的重要条

件，根据自身的非遗资源的优势，发挥独特的影响力。深

入挖掘黄河滩区非遗艺术的原型和着力点，创建黄河非遗

艺术品牌，黄河滩区非遗文化丰富多样，并且独特而有魅

力，深入挖掘黄河滩区流域非遗艺术的原型和着力点是品

牌创建的基础，黄河滩区沿岸非遗艺术资源丰厚，建设非

遗文化艺术品牌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非遗”所具

有的地域特色资产，是区域间文化差异的主要源泉，通

过这些产品的销售和交流，能够获得更好的文化认同。黄

河滩区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挖掘具有自身特点的文

化，进行开发销售，例如菏泽的牡丹文化产品，东明的粮

食画，鄄城的鲁锦等等。不仅使游客体验到到黄河滩区的

美景，也使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地域文化。并通过文化创

意产业独有的创意和展现形式，这些产品拓展思路，跨界

融合能让这些非遗文化得到更好的产品形式，使非物质文

化遗产获得传承和展示的巨大空间，很多文化形态、文化

业态可为其注入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

新性发展，打造多种形式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尤其是

非遗与游客需求相结合，既丰富旅游形式，又增加了旅游

的文化色彩，使旅游更具有质量和意义。非遗产品和游客

建立一种互动的情节，也可让旅客参与到非遗活动中，以

其作为文化产业的创意源泉，采取适当的模式，使非遗资

源发挥到更大的空间，在坚持保护有限基础上推动以“非

遗”为精神内核的文化产业发展，可以使区域性文化产业

产生的产品具与其他地区的产品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这

对于提升区域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6　黄河滩区旅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

出台的全面深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明确

提出推进横向补偿机制是一大亮点。横向生态补偿是国际

上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常用做法，也已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可以借鉴。各地可以通过建立区域生态补偿专项基金，专

项对生态保护进行补偿。也可以通过建立生态环保基金和

政府引导基金，既有利于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也有利于产

业发展的新兴产业给予支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

建立黄河滩区生态横向补偿资金，可以解决生态发展的问

题，也能对一些好的项目进行重点打造，扩大影响力形成

品牌效益。横向补偿过程中，生态消费区与生态输出区，

要遵循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思路。可采用现

金补偿、对口支援、项目共做，园区共建和社会募捐不等

形手段，实现生态补偿方式的多元化。因此，要加强黄河

沿岸的跨区域旅游协作，要积极加强跨产业融合，增加旅

游的有效供给。在融合过程中，不是简单的挪移和相加，

而是在融合过程中注重新业态的培育与创新，培育新的

增长点。作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各地区要合理利

用这些宝贵的资源，发挥它的最大的价值，并不是一味的

采取补偿方式，如果补偿停止，是否自身具有这种经济收

入，因此，要努力发现受偿区生态的资源价值，创新资金

使用方式，创新发展模式激活旅游生态的源头活水，强化

自身的创收能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滩区旅游生态文化，要注重文化内

核，突出生态建设，以大自然的观念整体规划，依托黄河

滩区生态文化、结合地域特色来丰富旅游产品，拓宽旅游

市场，转变旅游发展方式，转变经营理念，以大发展观和

大黄河旅游来整合和突破黄河滩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

以创新性的视角来吸引旅游者的到来，切实落实“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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