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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旅游凭借着自身独特的内涵逐渐成为人们新的旅游需

求。随着人们对历史和文化越来越高的关注度，陵墓资源的旅游

价值也就日益显现出来。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封
建社会生活的缩影，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

艺术观赏价值。西汉武帝时期作为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辉煌

时代之一，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值得我们后人去
思考借鉴[1]。茂陵的地址是在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境内，是汉

武帝刘彻的陵墓。汉武帝茂陵于公元前139年—前87年间建成，

其墓葬建设历时53年。陪葬墓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
金日磾等人的墓葬。据《茂陵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对策分析》一

文介绍，茂陵为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

品最丰富的一座，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2 ]”。
1　乡村振兴与茂陵开发相结合的重要性

将茂陵开发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有利于用青年视角观察乡村

建设，用新媒体手段传播推广历史文化遗迹，深入挖掘茂陵遗址
的经济、文化、教育等价值，助力当地巩固脱贫成功，将这一传

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驱动力，融公益性、实践性、专

业性为一体。
在文化遗产挖掘上，通过在开发中打造知名茂陵文旅文创品

牌，以增强游客对茂陵特色墓葬文化的向心力和体验感，最重要

的是要做到建设茂陵特色文化体系，同时制作相关的文旅文创产
品，推动旅游业和相关乡村产业发展融合向一体化深入化方向迈

进。要利用好兴平市特有的茂陵文物遗产，来推动农村旅游行业

稳中向好、稳健发展，更好的将乡村振兴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与发展问题解决好。开发中最具有的特色是通过完成一部分与

“茂陵”文化相关的文学作品等文艺活动，丰富茂陵文化的内涵，

助力乡村振兴和茂陵产业开发。遗址展示作为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中的更高层次要求,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发挥遗址

的社会价值[3 ]。

2　茂陵目前开发现状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1茂陵目前开发现状

茂陵遗址区展示利用工作开展较早，茂陵博物馆位于帝陵

东侧，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茂陵遗址区展示内容较少，对帝陵
陵墓和霍去病墓展示利用工作开展较为详细，其他陪葬墓缺少相

应的展示设施。陵墓四周树种以柏树、白杨为主，整体绿化较好。

交通方面，不同遗址展示区之间交通以车行为主，进入展示区域
后转为步行，但各个遗址点，道路交通联系较弱，整体展示情况

较好。

茂陵博物馆官方网站、文物照片、文物历史背景等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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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信息更新频率过慢，官网整体页面样式过于古板老旧，文
创产品等多个板块整体呈现空白或过于单调的状态。

2.2茂陵遗址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环境卫生问题亟待解决。在茂陵故园外围的河道积压过
多垃圾，虽然故园是以祭扫为主，日常人流量并不大，但缺乏人

员管理，尤其是故园向下的道路边，垃圾倾倒严重，破坏了茂陵

遗址的自然环境。
（2）缺少振兴的主要劳动力且文化遗产知名度有限。据相关

资料显示，茂陵的日平均人流量仅为15人次／天，主要为本地游

客，外地游客人数占比仅仅两成不到。单调的线路讲解无法吸引
普通游客长时间驻足，因此游客多为短暂停留。近几年咸阳市政

府对茂陵景区加大扶持力度，但是相对于其他知名文化旅游景区，

茂陵相应的接受投资和进行文旅宣传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
（3）餐饮食宿较不便。在相关调研活动中，由于没有形成独

立的景区休息区域，因此大餐饮食宿的人员容量仅可供于当地乡

镇市民。
（4）交通设施比较薄弱。以茂陵为辐射中心方圆五公里，许

多十字路口并无如红绿灯等基础设施。通往茂陵区域的车辆相当

有限，景区通往市区的只有一班公交车。每个景点陵区之间有一
定距离，景区没有观光车。游客观光不便。

总之，正如《古陵墓旅游资源的特征及开发模式初探——以

陕西咸阳帝王陵为例》一文中所写：“咸阳的旅游业发展不理想，
尤其是对于帝王陵墓类旅游资源的开发远远不够，一个以帝王陵

墓旅游资源为傲的古代帝都，特征旅游资源远远没有发挥其社会、

经济效益，更为现实地讲，没有实现其经济价值[4]”。而茂陵旅
游业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正是咸阳帝王墓葬文化发展中的一

个现实缩影。

3　乡村振兴与茂陵墓葬文化开发的相关对策
3.1 保护景区环境，注重文旅绿色开发

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旅开发理念，理解好

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这一理念的内涵和外延，完善景区
卫生管理体系，接纳优秀志愿者投身于景区保洁工作和垃圾清理

的活动中来，真正做到“绿色文旅开发”，保护好、开发好我们共

同的传统墓葬文化遗产。
3.2打造文旅品牌，提高茂陵遗产知名度

3.2.1转变理念，梳理茂陵传统文化

要高举“大汉文化”的特色文化大旗，重新规划建设茂陵旅
游景区，系统化整合和梳理茂陵文化园区的特色文旅资源。将墓

葬文化进行系统化研究和分类化处理，取其精髓，弃其糟粕，整

合大汉文化发展脉络，合拢碎片化的文旅资源，通过相应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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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创建良好的校园氛围的目的。并且在目标设计后，学校管

理人员还可以组织教师开展教研活动，在教研的过程中及时发现

这一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进行适当优化调整。第三，教师需
要先了解本班全部学生的校园文化意识、自我管理意识，分析

整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后进行激励管理制度调整，并对学生

进行引导。但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设计不合理的问
题，需要教师定期进行管理制度调整，进一步提高制度设计的

整体性。

3.3营造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应用时，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这

一工作的开展有效性，需要教师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具体可以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第一，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意识、自我管理意识，优化校园文化氛围时，教

师可以按照学生对校园文化的了解程度进行优化设计，推进校园

文化建设工作运行发展。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工
作，了解不同学年段学生对校园文化的了解情况，之后进行适

当调整，保障这一设计形式具有整体性、有效性。另外，为

了保障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具有较高质量，需要管理人员定期总结
整理文化氛围构建情况，了解这一工作的开展现状，保障这一

工作能够满足各部分年级学生学习需求。为了达到构建良好的校

园氛围、提高学生综合质量的目标，教师还需要积极对学生进

行管理、监督，保障校园文化氛围具有较高的构建质量[3 ]。

4　结束语

综上所诉，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融入校园文化氛围时，为了
能够进一步提高构建整体质量，需要教师先总结整理现阶段教学

设计中的不足，并结合实际开展情况进行教育管理方法、教育

管理目标调整，保障学生能够在良好的校园环境下积极学习，
在提高自身成绩的同时，形成良好的综合素养，为后续的高校

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另外，教师在调整教育管

理形式时，教师可以从多角度出发分析，构建良好的校园环
境，保障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各类校园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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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向游客进行一体化呈现。

3.2.2注重体验，开展旅游演艺活动

进行相关演艺设计，量身打造特色演艺策划与剧本，学习其
他景区旅游演艺经验如秦陵“长恨歌”、“西安事变”等优秀舞台

剧，聚焦呈现茂陵大汉文化中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记忆，

同时加强与游客的互动，注重于讲好茂陵故事，使游客真正身临
其境体会茂陵文化，利用网络新媒体等新兴平台将传统文化资源

进行有效包装，全面运用现代化媒体，增强景区文艺产品的感染

力，提升旅游者的游览感受。
3.2.3汉服文旅，研发特色旅游产品

景区日用品文创的设计过程中，可以将具有文化特色的符号

加入。积极探索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如“汉服文化旅游”，发展“汉
服文化游”可以与景区相关历史角色的名人效应充分结合，从这

些名人身上下功夫，开发特色旅游模式。文物遗址类旅游资源，尤

其是陵墓旅游资源，一定要改变以往的开发和运营管理模式，建
设集参与、体验、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现代旅游功能的综合旅游

景区[ 5 ] ”。

3.3 特色餐饮住宿，景区文化与衣食住行结合
针对景区周边餐饮食宿较不便的情况，可参考碑林推出的

“碑林特色”雪糕等相关经验，将茂陵传统文化与游客的衣食住行

需求相结合，开发具有茂陵特色的餐饮住宿业。例如，可以推出
“大汉宴飨”、“汉宫秋月”等特色餐饮、住宿套餐，不仅可以提高

景区的经济效益，同时更有利于增强游客的体验感，最重要的是

还可以同时提高旅游景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倒逼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引进民间资本，真正做到一举多得。

3.4联合当地政府，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交通水平

根据茂陵景区交通建设落后的问题，景区要积极联络当地
政府，对道路等交通情况进行相应的改善，同时，更要提升景区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打造全面完善的基础设施，增设景区专列观

光路线等，更好地完善景区交通情况，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

4　结论

茂陵的开发不仅是一个景区的利好，更重要的是传承景区散

播出的文化精神，并将传统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
建设美丽乡村工作的新规划。以茂陵的开发和文旅发展作为基本

点向外辐射，将茂陵文化价值继续开发，提出有效可行的建

议，最终带动周边经济社会效应的链条式叠加。充分发挥茂陵
旅游资源在当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突出作用。解决区域性的乡村

就业、生产、环保问题，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注入属于传统文

化的力量，同时创造地标品牌，为区域创造持久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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