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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旅游业
迎来了新的发展常态，全民旅游已经成为了新的发展趋势，而三
门峡作为传统的旅游观光景点，受到同质资源竞争的影响逐步走
入了瓶颈期，如何打破当前旅游瓶颈，成为了当前三门峡地区需
要重点攻克的难题，而随着文旅融合概念的提出，三门峡旅游行
业迎来了新的突破口。将三门峡周边景观与三门峡特有的历史文
化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旅游景区，能够更好地制衡同行业
之间的竞争，增强自身的旅游优势，提升景区的旅游水平和整体
效率。通过多方位的融合，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形
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景观，促进当地旅游行业的蓬勃发展。

1　三门峡旅游景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缺乏龙头景区的带动
三门峡市历史文化底蕴浓厚，旅游资源具有明显优势，现

有景区A级景区数量在全省都具有突出位置，但由于缺乏知名景
区，全市的经济发展带动效果并不理想。对于景区的布局整合等
方面还存在极大的问题。而且目前三门峡是没有一处品位高、吸
引力强的5A级景区，因此，很难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效应。
由于缺乏主力景区的强力带动，使得各个景区之间的连接并不紧
密。在进行旅游线路设计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这使当
地的旅游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不科学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果不明
显。总的来说，通过合理的整合和创新不仅能够打破当前局面，也
可以通过科学手段，依靠先进的管理方法，全面的管理制度使得
三门峡所有景区纳入到相应的管理体系当中，能够更好地提高三
门峡市各个景区之间的旅游衔接性，提升整体的旅游管理效率，
使各个景区之间形成粘性连接。促进当地景区的和谐发展，但这
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化讨论，找到具体的实施方案，才能够
有效带动当地的旅游市场，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繁荣发展[1]。

1.2缺乏资金支持
建设具有品牌效应的景区除了先天优势之外，还需要依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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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景区规划和雄厚的资金投入，但由于景区建造的投资较为庞
大，见效期较长，而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上，景区的投入和开发
动力明显不足，而且对于已经开发的景区，由于前期的开发水平
和获取资源的限制使得旅游效果并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旅游
服务需求。而且对于已经是A级景区的场所进行资金投入会使后
续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这就导致景区在建设的过程中，速度
缓慢由于旅游建设的起点不高，宣传不到位使得很多优质的旅游
特色并不能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发觉，而这些都会影响当地旅游行
业的发展。

1.3缺乏专业的人才融入
三门峡市的A级景区在数量上在全省占据优势，各个景区为

建造A级景区都投入了较多的资金但，由于各个景区之间的衔接
不紧密，而且在管理的过程中管理手段较为落后，使得整体的服
务水平并不能满足人们的旅游服务需求，而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
原因是由于该景区对于旅游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够重视，这
就导致旅游管理人才出现了“请不到，留不下”的问题，因此限
制了景区软实力的提高。而由于景区经营管理缺乏实用性人才，
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三门峡市旅
游行业的发展[2]。

2　三门峡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随着假日经济的迅速崛起，居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我

国在发达国家之后旅游业发展趋势较为迅猛。居民旅游需求的增
加使得各种新型的旅游形式层出不穷，在带动周边产业扩大的同
时也充分展现出了我国国民的经济实力。 旅游业多元化发展格局
为旅游产业的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极。随
着国民旅游意识的提高，我国的旅游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
对于三门峡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来说，经历了多年的发展，旅游业
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了黄河之旅和中国王朝街道等国家级旅游
线路上的重点城市，更被选入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当中。结合三



178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6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门峡旅游业在2019 年的旅游综合收入，比同年同期上涨了三成
以上，带动了全市GDP 一成以上。这些数据更加直观的反映了
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趋势。这与基础设施的完善，接待能力的
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这些软实力的提升使得旅游产业
保持着较高的增长趋势，为旅游行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1三门峡地区旅游资源丰富
三门峡地区拥有森林、湿地、温泉等山水景观，旅游资源极

为丰富。而且森林的覆盖率达48%以上，其中，亚武山、甘山、玉
皇山等多处国家级森林公园受到了游客的关注，省级森林公园也
有很多，也是带动三门峡地区旅游经济的重要场所。其中，玉溪
大峡谷、仰韶大峡谷、鼎湖湾、双龙湾等山水峡谷景区深受人们
的喜爱。除了这些山水景观之外，三门峡景区还有很多人文景观，
由于三门峡历史悠久，是紫气东来、鸡鸣狗盗、唇亡齿寒、秦赵
会盟等历史典故的发生地，因此受到了很多文学爱好者的追捧，
在仰韶文化遗址、函谷关、宝轮寺塔到名胜古迹也是当前旅游业
发展的较为典型的地区。除此之外，地域风情独特。由于三门峡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很多独特的民族风情是别处感受不
到的，比如和尚顶灯、豫西剪纸、白天鹅等民族风情是当地独有
的特色，这些景色也三门峡地区旅游业一颗无法淹没的璀璨明星。

2.2三门峡景区交通优势明显
三门峡处于西安、洛阳两大旅游热门城市的中心，位于豫晋

陕黄河金三角中心，是连接东西南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近年来，构
建的“三纵四横”交通体系使得三门峡地区的交通极为发达。拥有
着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优势，因此游客在进行三门峡游玩的过
程中，交通极为便利。而且三门峡景区距离西安、郑州、运城、洛
阳等中心城市的车程大约控制在两个小时之内，这使得周边游客络
绎不绝，便利的交通为三门峡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优势。

2.3三门峡地区经济发展良好
结合当前三门峡的经济发展趋势可以了解到，三门峡经济发

展迅猛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潜力较大的地区之一，而且
环境建设较为注重，城市的绿化率高达42%以上，水面积高达333
公顷。在城市内部拥有多处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同时也建立了
完善的文化博览中心，城市的综合职能较为完善，这对于促进三
门峡地区的经济起到了较强的促进作用。而且随着国家对旅游业
的重视，三门峡地区的旅游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高点，成为了国家
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特色魅力城市以及国家双拥
户城市，这对于三门峡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4三门峡地区旅游产业基础较好
随着三门峡地区旅游业的持续扩展模式不断扩大，体系将完

善功能逐步加强，接待能力和服务品质的逐年增高，为三门峡地
区旅游业的产业发展提供了硬性支持。尤其是随着黄河旅游项目
逐步升格为国家旅游品牌，这对于三门峡地区的旅游业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随着各种横渡黄河、山地自行车、比赛滑雪等休闲项
目的实施，游客的参与性和体验性逐步加强，这对于三门峡的旅
游人气起到了较强的促进作用，而且各种商品交易会的举办，也
为三门峡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经济支持。

3　文旅融合视角三门峡旅游发展策略
3.1深入挖掘旅游文化内涵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三门峡文化

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可深入挖掘当地的旅游文化内涵，通过利用
多种民俗形式、民俗活动帮助消费者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开展
摄影展、参加民族节庆、制作民俗工艺品等形式，增强游客对三
门峡地区文化的体验感，使游客在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到过程中
增强对三门峡地区的认同感。通过对三门峡各种民俗活动的讲解
和宣传，帮助消费者了解三门峡的风土人情。通过多种形式并行
的方法形成具有三门峡特色的品牌形象，帮助游客在旅游的过程
中，感受特有的风土人情，形成地区认同感。

3.2 明确三门峡的旅游定位，走市场化路线，形成多渠道

营销模式
现代社会旅游业是高度市场化的竞争行业，三门峡旅游必须

按照市场化的发展要求来经营。通过采取多渠道的经营模式，从
而增强三门峡在市场中的占有率。结合三门峡政治敏感性、环境
脆弱性等特点在进行旅游整合营销的过程中需，要开展一套完善
有力的营销工作，快速打造高端大气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通过
迅速设计出符合当地特色的旅游产品，为市场所接受，吸引更多
的游客前来消费和感受特色文化，抓住顾客的眼球，从而避免被
游客逃走和边缘化的风险。在日常的营销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应
当善于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多角度、多形式展现三门峡的旅游
风貌，整合周边的旅游资源进行联合营销，满足顾客多层次的需
求。在宣传的过程中，大力提升三门峡大坝的文化底蕴，增强旅
游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使更多的人在旅游的过程中被三门峡独特
的地域风貌所吸引，增强地域认同感。

3.3 各级政府积极配合，开创全域化的旅游管理合作机制
为了更好地促进三门峡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相关部门应当制

定完善的旅游政策，通过政府指导的方式来促进全域旅游建设的
蓬勃发展，积极发挥周边人员的共同作用，组织全行业、全部门、
全人员进行共同探讨，打造以大坝为主题的三门峡旅游发展文化
产业。政府的相关人员应当结合三门峡市的整体规划，对周边资
源进行整合以大坝为主要景点打造综合性的旅游休闲区通。过营
造龙头景区的方式来带动周边景区的共同发展，大坝作为景区最
核心的文化精华，应当是三门峡旅游发展的活字招牌，也应当是
带动全民经济的金饭碗，通过将娱乐设施和服务景区有效融合，
从而带动景区之间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三门峡能够更好地被不
同层次的人群所接受。

3.4突出龙头景区打造一条龙式的旅游产品
三门峡市作为文化底蕴浓厚的地区，也拥有着丰富的物产资

源，在进行旅游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具有巨大潜力。做好旅游产品
的开发和销售，对于提升旅游产值和经济收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因此在进行文旅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应当深入挖掘地区文化，
通过找到具有地方特色的设计理念和文旅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的
情感得到冲击，通过设计深层次的旅游文创产品，从而帮助消费
者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为传统文化买单，深入了解客户的
需求变化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为顾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打造
链条品牌形象，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

4　总结
结合上述分析，虽说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精神文明

需求也随之增长。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文旅产品也呈现出更深
层次的需求，但由于市场中单一化的文创产品使得消费者的旅游
体验不高，而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应当对当地文化进行深入挖掘，
以三门峡地区为例通过深入挖掘地区特色，找到产品与民族文化
之间的契合点。从而塑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增强人们
对于个性化多元化的产品服务需求。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三门峡地区应当深入挖掘旅游文化内涵，
协调各级力量，找到三门峡旅游定位，走市场化路线，采取多渠
道的运营方式，使更多的人去了解三门峡的地域特色。通过各级
政府的积极配合，开展全域化的旅游管理体制，打造一条龙服务
的旅游生态环境，从而给顾客更优质的服务，提升三门峡社会认
同感，促进三门峡地区旅游经济的常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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