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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皇岛旅游文化产业优势资源分析
秦皇岛市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近年来市政府将旅游业发

展列为了该市经济发展的重点。在倡导文旅融合的背景下，通
过秦皇岛地域特色文化形象的建立于传播，构造新型文化旅游体
验模式对该市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与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秦皇岛不仅拥有?河湖海等?然资源，更是拥有深厚
的?历史?化资源。

1 . 1 以“长城文化“为首的旅游资源优势。
秦皇岛市境内的长城最早的建于南北朝时期, 明长城在秦皇

岛境内长约 2 5 0 k m。其建筑形式、结构、内容、类型丰富完
备，气势雄伟, 境界开阔, 独具特色是秦皇岛市长城旅游开发
的主要资源；其境内长城沿线有很多历史悠久的风景名胜：老
龙头自建成以来就成观海胜地；“天下第一关”久负盛名；角
山长城上不仅可见“瑞莲捧日”和“佛光”的奇观，还可以
俯视被誉为“塞上三峡”和“燕北漓江”的燕塞湖。

1.2 考古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历史?化底蕴深厚也是秦皇岛市将旅游作为?市战略产业培育

的重要因素。?化传承、社会制度和?活?式等?形资产同其他有型
资产共同构成了旅游?化软实?。

1.3 滨海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秦皇岛市海岸线漫长与大海、长城、关隘相互交融, 同时

其地势平缓, 沙滩柔软, 风平浪静, 是游人漫步、休憩、游泳的
天堂。秦皇岛有最优质的海水浴场、世界罕见的海洋大漠、华北
最大的泻湖和22万亩连绵葱郁的林带，海洋生态系统、森林生态
系统、湿地生态系统一应俱全；滨海旅游生物种类多样、滨海旅
游资源独特、滨海旅游资源丰富。近些年来，秦皇岛打造出“山
海关风景区”、“北戴河风景区”、 “海洋公园”、“滨海绿色长廊”
等特色名片，这些名片都联合着最具有吸引力和领导力的秦皇岛
滨海旅游名胜和产业优势而推出。

2　全域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不足
2.1体制机制与文化服务有待完善提高
秦皇岛作为环渤海湾沿海都市之一，其文化产业结构与河北

省其他城市有所不同，旅游产业为其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历史建
筑及文化景点所占比重较高，其原因与当地缺乏明确的文化政策
及体制机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本地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当
中，多采用“一事一议”的方法，没有形成系统化、常态化的产
业建设机制。

2.2科技资源与文化结合程度不深
秦皇岛作为一座海滨城市，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和优越的地

理位置。因此，当地科技成果也大多与海洋环境治理、海产品养
殖、高新企业发展等方面相关。近年来秦皇岛市为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将科技研发大多集中到了建设重点实验室、高校的实验中
心等工作中，但其科技成果在文化领域发展起到主要作用。虽然
有秦皇岛智慧旅游公司开发的“智慧旅游平台”，但其与当地景
点、民俗文化以及资源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导
致平台的作用太过于单一。

2.3城市文化形象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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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皇岛市浓缩了国内具有国际品位的自然、历史、人文资源，具有广泛的旅游资源优势。但在旅游文化产业与当地优
势资源融合不足，产业发展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新文创”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将帮助秦皇岛建立高辨识度的文化IP并探
索出体验感强、地域味儿浓、吸引力强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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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秦皇岛正处于经济转型、城市转型的新时期，城市
文化记忆足迹不深。据相关调研结果显示，秦皇岛的众多景区
最为著名的依然是山海关、鸽子窝、秦皇求仙入海处；华侨
城、长寿山等知名度较小。山海关、鸽子窝和秦皇求仙入海处
是秦皇岛滨海旅游的代表景区，而秦皇岛以滨海旅游而闻名。
由此可见游客对秦皇岛旅游项目的体验还是以旅游观光为主，对
于秦皇岛城市的文化印象，依然是“历史文化名城”、“山海
古城秀丽风光”等词汇。

3　”新文创“助力秦皇岛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新文创”作为当下火热的新型文化生产模式，其根本在

于对于文化IP 的提炼并围绕文化IP 进行文化产业的战略布局，
强调的是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的相互赋能，科技含量与文化内涵
的高度统一。

3.1“新文创”助力打造独树一帜的城市文化品牌
品牌代表着消费者对于产品或产品内容的认知程度。对于城

市来讲，城市文化品牌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观念、人文风俗、
历史渊源的集中体现。具体实施方法：（1 ）古今名人，如曹
操在昌黎碣石山创作出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千古名
句；（2）名胜古迹，秦皇岛境内明长城古迹长达200 多公里，
被称为“明朝古长城之精髓”；（3 ）民俗文化，秦皇岛民俗
活动氛围浓厚。每年农历二月二日的龙抬头庙会、春节期间的“孟
姜女庙会”等节庆活动种类繁多，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国内外游
人前来旅游。

3.2“新文创”助力发展“科技+文化”的内容传播模式
“新文创”的文化生产方式注重文化传播内容的质量，在泛娱

乐产业全面升级的背景下对于文化元素的深度挖掘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对于秦皇岛地域文化元素的挖掘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一味
地强调山海关的历史古迹、孟姜女的民间传说或者是当地的人文
风俗。应该在挖掘地域文化元素精髓的同时，要注意到当下90后
甚至00后年轻群体的消费偏好和当下流行的时代风潮并结合先进
的科技技术进行有的放矢的精准传播。

3.3“新文创”助力增强旅游文化体验感
旅游文化品牌的价值会在大众对于旅游产品的体验过程中去

逐渐形成，因此旅游文化应注重带给公众的文化内涵领悟和精神
共鸣。为增强游客对秦皇岛地域文化体验感，可从地域民俗节日、
美食、自然景色等方面切入。例如，可把青龙祖山风景区、山海
关孟姜女庙会、传统手工工艺抚宁绣花鞋、皮影雕、剪纸等变为
线上线下游客民众可参与的民俗体验活动或游戏；将歌舞文化昌
黎地秧歌、昌黎皮影、青龙皮影戏等民俗文化表演艺术为载体，融
入地域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文化元素以短视频、卡通动画等形
式进行全新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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