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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背景下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融合

发展研究 

林雪竹  王美兰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山东东营 257061 

【摘  要】目的：提出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背景下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总体思路和策略，为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旅游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自行编制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分别针对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背景下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发展现状和需求现状进行便利抽样调

查，通过规范分析法提出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发展总体思路和策略。结果：文旅康养产业总体思路以保护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为前提，在不断加强黄河口生态

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打造以文化康养、观光康养、运动康养、食疗康养、体验式康养为开发重点的文旅康养产业项目，提出文旅康养产业

发展策略，构建“衣、食、住、行、康、养、旅、购”一体化和康养特色旅游项目的文旅康养产业发展模式。结论：目前在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背景下东营市文

旅康养产业有待发展和研究，在实地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的文旅康养产业发展模式，提出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发展思路和策略，从而在文旅康养方面促

进人民的健康和东营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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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环境下，国民越来越注重提升身体素质和生活品质，选择外

出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加，这给旅游产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游客

数量持续增长，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不断加深，人们对旅游项目

的开发提出了重文化、亲自然、享健康的高质量多样化要求，文旅康养

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逐渐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山东省东

营市东北部的黄河口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北温带亚湿润气候区，

年均气温 12.2℃，植被覆盖率为 55.1%。黄河口湿地是目前世界上土地增

长面积最快的新生湿地，拥有世界上暖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

湿地生态系统，连接、融合着河流、海洋、草原、森林、沙漠、农田和

城市等生态系统[1]，且拥有黄河文化、石油文化、吕剧文化、革命文化等

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开展黄河口湿地文旅康养提供了丰厚的条件，对于

游客的身心健康十分有利。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于 2022 年 6 月-7 月对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纳入标准：山东省内外具备理解问卷内容能力的社区居民。问卷剔除标

准：一般资料信息不全；所有题目选择项相同；问卷填写不完整，填写

时间短于 60 秒。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对黄河口三角洲国家地质公园、

东营市文化和旅游局、东营市养老管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进行问卷调查

和半结构化访谈。 

1.2 研究方法 

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使用 SWOT 模型分析法，在定性分析

基础上，按照分解、比较、判断、综合的逻辑顺序进行定量分析，确定

各指标权重，将复杂的决策问题简单化，包括将各个因素按照不同属性

依据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自上而下建立结构层次模型。 

2 结果 

2.1 SWOT 模型构建 

结合对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东营市文化和旅游局和东营市养老管理

部门实地调研资料，参照《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LB/T 051-2016）

和其他地区发展文旅康养产业的经验[2]，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和

动态性原则，构建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背景下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可持

续发展因素指标体系，并进行 SWOT 分析。 

2.2 SWOT 因素分析 

2.2.1 内部优势 

（1）具有特色优势 

东营市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是黄河入海的地方，中华母亲河黄河携泥

裹沙，从这里注入渤海，形成了“黄蓝交汇”的壮观景象，游客可乘坐

气垫船领略“黄蓝交汇”景观。同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造就

了融广阔、淳朴、新奇、趣野为一体的黄河口景观、湿地景观、鸟类景

观和滩涂等自然景观，具有春季柽红柳绿，夏季碧波荡漾，秋季芦花飞

雪，冬季银装素裹四季变换美景。 

（2）生物资源多样 

黄河口自然保护区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

站、越冬站和繁殖地。区内有鸟类 371 种，其中在这里越冬、繁殖、栖

息的鸟类达 600 余万只，区内是全球最大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

繁殖地，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另外，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植

物资源丰富，共有植物 685 种，拥有成片上万亩的红地毯以及华北平原

地区面积最大的人工刺槐林，代表植物有刺槐、旱柳、柽柳、芦苇、盐

地碱蓬等。 

（3）文化资源丰富 

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的基础上，具有黄河文化、胜利油田石油文化、

吕剧文化、革命文化、麦田画等多样的地方特色，让游客在欣赏黄河口

美景的基础上，体验东营特色文化，开展多种文化活动。在外界宣传方

面，支持打响“黄河入海”旅游品牌，从“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到“黄

河入海、生态东营”，东营市“黄河入海”旅游品牌已展开较大的宣传，

有效促进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 

2.2.2 自身劣势 

（1）开发程度有限 

黄河口生态保护区内的开发程度较为有限，景区内自然风光较多，

而对于游客在旅游期间的衣食住行医养文娱旅购等设施的开发较少。景

区内具有黄河口大湿地酒店，“远望楼”等特色就餐场所，能够提供黄河

口大闸蟹、黄河口水煎包等特色美食，但对于美食种类的开发不够多样

化。相比于其他景区，对于“衣、食、住、行、康、养、旅、购”一体

化的开发较少，设施较为老旧，对于游客吸引力不足。 

（2）产业融合不足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内旅游资源仅限于湿地风景，适合游客日间游览，

并且景区内风景在一天内基本可以全部观赏，不利于促进游客在旅游期

间的居住和消费。景区距离城市中心距离约为 50 公里，单向车程 1 小时，

景区周边除了“黄河口知青小镇”外，无其他康养文旅综合体，与康养

产业融合有限，产业融合特色不突出。另外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与揽翠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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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旅文化小镇、龙居湾生态旅游度假区等东营市其他旅游基地，尚未形

成联合旅游路线。 

2.2.3 外部机遇 

（1）市场前景广阔 

东营市生态环境好、特色美食多，地热资源丰富，拥有省级文旅康

养产业示范基地 1 家（揽翠湖康旅文化小镇），省级文旅康养融合发展试

点单位 1 家（龙居湾生态旅游度假区），建设了养仕康中草药种植基地、

东津渡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基地、孙子文化园等中草药健康旅游项目，

还具有华泰孙武湖温泉旅游度假区等温泉康养项目，具备发展文旅康养

产业的潜力。 

（2）健康产业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要积

极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融合，催生健康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培育健康文化产业和体育医疗康复产业，制

定健康医疗旅游行业标准、规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健康医疗旅游

目的地。国家文旅康养产业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为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在全人群引领健康的潮流，也逐渐成为文旅康养产业消费人

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2.2.4 潜在挑战 

（1）周边竞争压力 

由于特殊的地理构造，东营市拥有一定的湿地文旅康养资源，但是

相对于发展已经较为完善的森林文旅康养产业[3]，湿地文旅康养产业的发

展还较不成熟，文旅康养产业模式和机制的构建还有待研究和开发，省

内其他地的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对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造成了

既作为竞争压力，也形成发展机遇。 

（2）技术引进困难 

基础设施薄弱、旅游资源单一、专业人才缺失等自身劣势，导致东

营市文旅康养产业吸引力不强，交通集散功能不足导致客源范围有限，

本市的居民依然作为目前东营市湿地旅游的游客主体。同时发展湿地文

旅康养产业项目是一个周期长、见效弱、收益慢的产业，加上众多的不

确定因素，导致招商融资和技术引进相对其他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域更困

难。 

3 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背景下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策略 

在综合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背景下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优

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结合居民对于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的

需求，提出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策略，从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在提升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促进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效益发展。 

3.1 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思路 

以保护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为前提，在不断加强黄河口生态旅游

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打造以文化康养、观光康养、运

动康养、食疗康养、体验式康养为开发重点的文旅康养项目，同时与东

营市其他旅游项目相结合，提升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集群的影响力。 

3.2 文旅康养发展策略 

3.2.1 突出生态文化特色，设计文旅康养模式 

充分利用黄蓝交汇和湿地景观，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生物资源，

多样的地方特色，加之东营市独具的石油文化、吕剧文化、黄河文化、

中医药文化资源，突出东营特色。对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和东营市康养资

源进行深入的挖掘，从游客所需求的文化养生、观光养生、运动养生、

饮食养生、体验式养生等模式出发进行精心的设计，开发出度假、养生、

健体、精心、研学、养老为一体的，基础设施齐全、配套设施完善、服

务质量优良、旅游特色突出的个性化文旅康养产业项目，提升游客的体

验感。 

3.2.2 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旅康养环境 

在外部交通方面，外部交通由于游客来自于东营市内、山东省其他

地市、山东省外三类地区，应针对不同居住地区游客的交通进行设计。

东营市内的居民可以选择自驾或公共交通车两种交通工具，增设与黄河

口文化馆、科技馆、雪莲大剧院、揽翠湖养老基地等之间的专线公共交

通车，促进景点之间的游客流动。对于市外和省外的游客，可以通过自

驾、长途汽车、火车和飞机的方式前往旅游区，目前东营的火车路线较

为不充足，集散功能较差，建议增强铁路枢纽功能，带来游客量的增加。

在内部交通方面，建议在电瓶摆渡车的基础上，增设 2 人、4 人自驾电瓶

车，同时增设游览路线。对于黄蓝交汇景观的观看，建议在目前已有的

游船航线的基础上，在水情较缓的区域增设 1～2 条航线，增加游客在旅

游期间看到黄蓝交汇的概率。在内部设施方面，应定期对木栈道、围栏、

座椅和凉亭等基础设施进行维护和美化。另外为了满足游客的各类康养

需求，可以在旅游区内增设康养中心、养生餐厅、中医理疗馆、慢运动

专区、湿地风光展览区、东营特色购物区等，优化电子导览、VR 影院、

5D 影院等高科技设备，丰富旅游模式与项目。 

3.2.3 促进产业融合升级，丰富文旅康养体验 

一是与相关产业之间的融合。结合人们对于康养模式的需求，在旅

游区内开发观光、运动、文化、饮食、体验多种康养模式与项目，能够

扩大文旅康养产业的范畴，增强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促

进东营市其他行业经济的发展。在运动康养模式中，配备运动教练，并

对运动器材进行租赁和售卖；在文化康养模式中，吕剧表演、黄河口文

化馆、文创产品等带动东营市文化的宣传的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经济

收益。二是与东营市其他文旅康养产业的联合。目前东营市已有揽翠湖

康养基地、孙武湖温泉旅游区、峰源康养小镇等康养基地，若能够将建

设黄河口国家公园背景下的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与目前已有的康养基地

相结合，不但可以为东营市黄河口湿地文旅康养产业提供康养设施、人

员和康养基地，还可以相互之间带动游客量的增长，形成东营市旅游网

络，延长游客在东营市的旅游时间、加深旅游深度，为整个东营市的文

旅康养产业夯实发展基础，提升发展潜力。另外，还可以与山东省其他

地市的文旅康养产业结合，依托于山东省文旅康养产业的基础，带动东

营市文旅康养产业的发展，同时促进山东省文旅康养产业网络的织牢。 

4 小结 

在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背景下发展东营市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对于

深化文旅康养机制、拓展文旅康养范畴、促进东营市经济发展和人们的

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目前主要涉及理论研究阶段，后续研

究应在此基础上在实际中开展应用，并通过实证研究法得到进一步的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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