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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作为地方支柱产业，发挥着扩大内需、增加收入、扩

大就业、文化交流、身心健康等诸多方面的作用。旅游行业外部环

境的复杂性与内部结构的单一性促使旅游产业在行业和产品结构等

方面产生一系列问题。如何进行旅游产业升级，使其逐步向合理高

质量化方向发展成为旅游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所谓高质量指正确引

导旅游产业向更好、更高的方向发展，注重旅游产业结构改革，促

进旅游经济的多元化，以带动经济发展的整体提高，促进旅游产业

的高级化发展。为加快推进铜仁市旅游产业化进程，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2020 年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产业化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的意见》。

铜仁市聚焦建设国际国内一流山地旅游目的地、一流度假康养目的

地目标，立足新发展阶段高品质开发旅游新业态，高质量提供旅游

产品，通过旅游产业化升级推动旅游胜地建设。 

一、铜仁市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铜仁市概况 

铜仁位于武陵山区腹地，东临湖南，北接重庆，素有“黔东门

户”之称。市域面积 1.8 万平方公里，辖 2 区 8 县、8 个省级经济开

发区、2 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 个省级大健康医药产业示范

区。总人口 449 万，聚居着汉、苗、侗、土家、仡佬等 29 个民族，

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71.75%，是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首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市。 

（二）铜仁市旅游产业现状 

铜仁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气候宜居，风景秀丽，山好水好，

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融合当地的风俗民情，使得这里的旅游资

源吸引力较大。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3 个、

省级风景名胜区 7 个、国家矿山公园 1 个、国家级喀斯特地质公园

1 个。湘楚文化、巴蜀文化浸润融合，历史、民族、红色、生态文

化交相辉映，玉屏箫笛、土家族民歌、苗绣等 12 个项目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仡佬族敬雀节、思南花灯等 73 个项目列入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仁市拥有丰富的生态康养旅游资源，拥有珍

珠花生、白水贡米、德江天麻、思南黄牛、沿河白山羊等 31 件地理

标志产品，有被誉为“世界茶中珍品”的梵净山茶、石阡苔茶；有

被誉为“人间仙果、李中茅台”的空心李；有被誉为“西南药材库”

的梵净山道地药材，梵净冷水鱼产量占全省 45%。梵净山饮用水、

梵净山食用菌等特色品牌享誉全国。“十四五”时期，铜仁市旅游市

场主体不断壮大。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星级酒店 25 家，旅行社

数量 30 家。全市 A 级景区（29 个），其中 1 个 5A，12 个 4A，15

个 3A，1 个 2A。 

二、铜仁旅游产业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产业化理念不强 

铜仁旅游目前仍处于低消费的大众旅游初级阶段，旅游产品处

于以观光旅游为主向多种旅游产品推进阶段。铜仁市整体旅游产业

重复性仍大量存在，缺乏宏观布局，空间规划理念。铜仁市旅游产

业区域整合力度不够，缺乏产业链与产业集群思维，如红色文化旅

游链、研学旅游链、区域原真性餐饮集群、特色文化文创产品产业

集群、夜间旅游特色业态集群等。 

（二）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足 

铜仁旅游资源丰富，但未被充分利用，产业发展相对缓慢。旅

游品牌形象模糊，缺乏特点和特色，对铜仁的资源价值内涵理解不

清，营销卖点不明确。一是缺乏优质规划，旅游景点分散、点线交

通不便，没有统一的规划引领，部分景点不能很好地进行整体开发、

综合管理和市场运作，造成知名度和美誉度低。二是旅游业态单一，

缺乏对新兴产业的探索，比如：影视旅游、虚拟旅游、游戏旅游、

反季旅游、黑色旅游、替代旅游等。三是旅游产品缺乏特色，时代

性不强。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铜仁旅游产品缺乏市场敏锐度，旅游

产品开发仍是大、中、小三个尺度并进，未进行适度调整。没有根

据游客群体属性设计旅游产品比如铜仁云舍景区，通过对景区内 200

名家庭旅游者分别于周末和工作日，淡季和旺季进行满意度调查。

调研数据显示旅游体验在“服务质量”方面，家庭游客表示比较不

满意占 32%，旅游体验在“环境设施”方面，家庭游客表示比较不

满意占 61%，可见根据游客群体类型开发旅游产品并配备相应的硬

件和软件，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三）旅游产业主体培育不畅 

铜仁市核心旅游资源处于低层次开发，5A 景区仅梵净山 1 家，

星级酒店 30 家，游客仍以传统观光旅游为主。旅游产业主体社会融

资能力较差，社会资本参与景区开发程度较低，虽有市级县级龙头

旅游企业，但整体仍呈现较弱、小、散的状态。缺乏实体化运作的

旅游行业方面的协会自律组织，整体缺乏市场竞争力。旅游产业经

营管理水平普遍不足，人才严重缺乏；比如在对梵净山家庭旅馆创

业者能力素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梵净山家庭旅馆创业者能力

素机会预见能力强仅占 8.8%。旅游微小企业扶持政策不足，本地旅

游微小企业发展艰难。 

（四）招商引资的力度不够 

一是品牌吸引力不够，项目包装创意不完善、目标方向性错误，

造成招商引资困难。二是各地因行政管辖限制，区域内旅游业发展、

要素资源整合较少，跨区域合作发展缺乏合作平台和实质性内容，

区域旅游发展态势和格局难以均衡协调发展，需在省级层面推动旅

游线路统筹实施。三是政策的统合性问题，旅游产业要得到大发展，

只靠旅游部门单打独斗是不行的，需要经济社会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和积极参与。 

（五）旅游产业联动效能不佳 

铜仁市现代旅游产业发展不足，产业关联带动效应未能充分发

挥，主要局限于旅行社、饭店、景区等传统旅游产业，旅游商品生

产与制造、旅游房地产、旅游物流与交通运输、旅游金融业、会议

会展业发展不足，旅游服务业面临升级。应提升旅游接待设施质量，

加快旅游文化传播，产业结构的调整，鼓励社区居民进行中小微企

业的改造升级。 

三、铜仁市旅游产业升级的对策研究 
（一）强化产业集群理念 

确立梵净山、中南门古城核心产品为中心，延伸产业链，增强

旅游产业带动效应。围绕文旅融合、康养、研学、替代旅游、乡村

旅游、遗产旅游、探险旅游、智慧旅游、摄影旅游、温泉旅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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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旅游等新业态建立旅游景区集群、旅游辅助设施集群、新媒体旅

游集群、旅游商品集群等。 

（二）强化产业主体培育 

以梵净山文化旅游创新区为龙头引领，加快打造梵净山、铜仁

古城，梦幻锦江、天穆游学营等旅游项目；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来寻

找项目。坚持“旅游+”引领项目建设、功能配套、结构优化与产业

升级，着力打造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和健康养生基地，以市交旅集

团、古邑集团及区县国有旅游集团（公司）为重点，培育一批市、

县（区）大型旅游实体运作公司，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旅游业发展，

支持玉屏天穆集团、铜仁青旅集团等民营企业发展，加快扶持一批

景区经营公司、旅游车队、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教育、旅游日

用品出租、旅游设备出租等旅游中介服务机构，以市场主体的力量

推进旅游产业化升级。 

（三）强化旅游产业规划 

旅游资源和区域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时代的进步处于变化之中，

所以在城市旅游产业发展中，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路，既要从产业

角度，使旅游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又要从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

注意保护、弘扬、丰富和发展城市的优秀文化遗产和传统，在可持

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统筹规划，保护城市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

等，使城市旅游产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达到可持续升级。省级范

围以梵净山、遵义会议会址、青岩古镇、黄果树、万峰林、百里杜

鹃、荔波小七孔和镇远古城“8”字形资源作为重点打造。以“一带

双核”为龙头、围绕生态旅游、红色旅游、研学旅游核心资源打造

全过程全方位的国际旅游目的地，从整体上增强旅游竞争力。 

（四）强化资金筹措渠道 

旅游产业升级无论是对区域的有机更新，还是对新项目的建设，

都需要配给资金。因此，有必要在旅游产业升级过程中，拓宽资金

筹措渠道，通过合理利用各种基金、补贴、公积金、社会闲散资金，

在范围内平衡资金投入与产出上的矛盾，使旅游产业升级工作能有

序有效进行。 

（五）强化旅游联动发展 

首先做好铜仁市旅游产业基础数据收集，涉及旅游出行、旅游

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游览、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综合服务、

旅游辅助服务、政府旅游管理服务等。其次审视自身的地理位置、

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服务条件等，在旅游产业发展上有所

侧重、有所取舍。 后明确“一核引爆”、“两廊发展”“三方驱动”

三级产业联动发展机制。紧紧围绕旅游产业“一核引爆”；“旅游休

闲运动廊道”“商业经济廊道”的两廊发展；文旅产业区、康养产业

区、多媒体旅游三方驱动，将强盛且转型的新媒体纳入旅游形象建

设中，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推动全方位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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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发挥学校在劳动价值观培育中的主导性作用。学校要充

分把握国家对当代大学生劳动价值观培育的新要求，立足实际，优

化学校劳动教育的课程、创新劳动教育方式方法、构建高素质劳育

师资团队、健全劳育评价考核机制等。通过理论课和劳动实践，培

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后要利用社会上各种资源为劳动价值观培育保驾护航。各级

政府部门要积极响应国家对于开展劳动价值观培育的政策文件，为

大学生搭建好实习、志愿服务等劳动实践的平台；社会上的各类企

业、组织主动开放劳动实践场所，为大学生劳动实践提供渠道和机

会，保证劳动价值观培育的质量和实效。只有多方协同育人，打造

劳动价值观培育的共同体，才能将劳动价值观培育真正融入整个育

人体系中，成为五育并举的一个重要组成。 

（三）加强宣传引领，净化劳动价值观培育环境 

良好的教育环境是一种无形的教育力量，能够为大学生劳动价

值观的培育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首先要营造崇尚劳动的校园

氛围。“我们要建树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使每一个人都

热爱劳动，而这种热爱不单纯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享受，而是为了

塑造美的灵魂。”[6]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育人活动，在活动

中丰盈自我的精神世界。比如通过举办寝室文明评比比赛、“五一”

劳动节主题征文和演讲比赛等，让大学生亲自参与，置身其中，在

劳动中创造无限的自我价值和意义。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宣

传崇尚劳动的氛围，线下，通过海报、宣传栏等宣扬自强不息、艰

苦奋斗的人物事迹，引导大学生向榜样学习；线上，通过直播、拍

摄微视频、线上图文展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开展劳动宣传教

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同时要强化社会舆论的引导。我们要充分发挥报刊杂志、电视

网络等媒体的宣传作用，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大力倡导艰苦

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劳动、以劳

动为荣的氛围。如新时代 美奋斗者、时代楷模、劳动模范、大国

工匠评选活动，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敬业精神和劳模精神，让

新时代劳动价值观入脑入心。与此同时，通过社会舆论提倡通过辛

勤劳动实现人生目标，反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劳而获、鄙

视劳动的思想和行为。通过营造良好的培育环境，引导大学生逐步

养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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