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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琴

山西省依托长城文化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摘  要 ：山西省长城沿线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发展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发展文化旅游具有

独特的优势。但是，目前该区域发展文化旅游以带动地方产业经济的发展刚刚开始，生态环境亟需加

强、基础设施条件仍需改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呈现碎片化和单一化的状态。在精准扶贫视域下，长城

沿线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统筹规划、活化文化遗产和加强文化旅游产业同其他产业的融合，以进一步带

动山西经济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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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省长城沿线文

化旅游资源概况

山西省长城 沿 线有着先天

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不仅军旅

生活文化、边塞特色文化底蕴深

厚，而且民族融合文化也十分丰

厚。

（一）以军旅特色为代表的

长城古村落资源

历史时期的长城沿线村落大

多为军事堡寨或者村堡，村落建

筑中既有农耕文化的诸多信息，

也有游牧文明的些许痕迹，是历

史时期农耕和游牧生产方式对

当地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印记。

这些遗留下的村堡有两大特征 ：

一是街道布局规整，适宜整体开

发。二是保存丰富的物质文化。

有的村落建筑保留了古老的雕刻

技艺，有的村落留有明清时期长

城沿线商人 进行商业活动的文

化遗迹，有的村落军事和居住功

能分区明显。以山西省为例，长

城沿线入选中国传统古村落名

录的有天镇县新平堡、新荣区得

胜堡村、助马堡村、右玉县破虎

堡村、繁峙县茨沟营村等。这些

村落自然环境优美，地理特色明

显，极具开发价值。

（二）以民族融合为特征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城沿线的开放性为民族文

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动力。长

城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当地历史传统文化的精粹，是反

映边塞风情的活态文化和边塞人

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以音乐戏剧

等艺术为例，楞严寺寺庙音乐不

仅吸纳了古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的

音乐元素，而且积极融入当地民

间音乐，是一种兼具异域风情、

又有蒙汉民族特色的音乐 ；二人

台，唱腔既有农耕地区柔软婉转

的特色，又具 有游牧地区粗犷

高亢的情韵，表演时动作舒展优

美、落落大方；缘起昭君出塞的

耍孩儿，既是对蒙汉两地流传的

和亲故事的历史记忆，也是王昭

君由雁门关行至长城出塞再至匈

奴王廷的艰辛写照。诸如此类，

形态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

了不同的民族或群体的文化模

式，使长城文化异彩纷呈。

（三）禀赋各异的自然资源

和产业基础

长城沿线，长城和由此而生

的文化是其典型的特征，是文化

旅游发展的核心要素。但是，不

容忽视的是长城沿线禀赋各异的

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比如 ：山

西省天镇县温泉旅游资源是其依

托温泉发展旅游的自然优势，且

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温泉资源利用

为主的产业基础，养生、民宿、

娱乐、疗养等均有涉及 ；阳高县

的果木产业，已有杏树、梨树、

槟果树、李子树等特色品种 16

个，面积 3000 多亩，均已进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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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域辽阔，生态原始，河水清

澈，非常适合游人观赏和娱乐 ；

古店镇的乡村育苗基地发展良

好，培育有丰富的树种和花卉，

如杨树、柳树、松树等北方常见

树种和易养绿化花卉 ；在一些县

区，利用丰富的光能资源优势，

建有一定规模的光伏发电厂、日

光温室大棚、农业高科技园区，

利用丰富的风力资源，建有风力

发电基地等。

二、存在的问题

尽管在各级部门的重视下，

长城沿线部分市县已开展文化旅

游开发，但生态环境的改善，基

础设施的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其观光模式基本偏本地化，文化

旅游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旅游

产品开发碎片化和简单化。分析

其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一）缺乏整体的评估、保

护、规划

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规划文

件，多谈及长城实体的整体规划

和保护，尚缺乏对沿线文化旅游

和产业发展的整体评估和科学

规划。具体表现为，古村落、古

堡的重建或修建多为地方乡镇政

府行为，资金、技术和理念的缺

乏，导致资源利用低端化、同质

化开发明显，村堡的文化内涵有

待进一步深入挖掘，旅游产品档

次需要提升，缺乏具有鲜明地方

特色，且适合游客积极参与的实

地民俗文化体验项目。

（二）基础设施和基本理念

需改善提升

长城沿线的文化旅游开发模

式相对单一，虽然有的地方建立

了类似于实习基地、写生基地等

场所，但是大部分为一日游。短

期的停驻、走马观花式的游览，

使一些村落对于路线指示、住宿

条件、饮食场所、供水供电、排

污设施等旅游必需的基础设施缺

乏足够的重视。长城沿线居民发

展文旅产业的意识正在觉醒，但

是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民众的

文化旅游理念亟待提升。

（三）文旅产业、农业和地

方产业结合不紧密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长城文旅

产业主要目的是搞活长城沿线经

济，让文旅产业激发长城沿线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其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但是，目前的状况

是长城文化旅游产品（主要指可

以携带的农产品）档次不够高，

长城沿线农村产业与文化旅游市

场脱节，影响农民深度参与发展

文化旅游和地方产业建设的积极

性。亟待引入若干家大企业为长

城沿线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对涉

旅农作物的种植、牲畜的养殖、

农产品深加工和地方已有的产业

基础做全盘的设计和布局。

三、依托文化旅游发展

地方经济的对策建议

将文化旅游发展与农民脱

贫、产业扶贫和旅游经济发展结

合起来，充分利用长城各市县村

落的自然禀赋和文化优势，将长

城沿线重点区域建设成旅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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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善、环境安全舒适、自然生

态低碳、地域文化丰厚的旅游目

的地，会极大促进未来长城沿线

县区多种产业的联动发展和经济

腾飞。基于此，建议如下：

（一）发展文旅，规划先行

利用长城 文化 进 行旅 游，

整体设计规划和建设显得尤为

重要。鉴于长城文化旅游发展现

状，可以树立分层保护意识，对

民居、寺庙和公共空间进行等级

分类分层保护。树立修旧如旧的

建设理念，充分挖掘主要游览

目的地的历史文化元素，恢复村

落旧貌，改造现有条件，建立和

长城风貌相一致的旅游基础设

施。要充分考虑该村落的文化底

蕴和自然景观以及民风民俗来深

入发掘和开发旅游资源，逐步形

成百花齐放式的开发模式。

（二）活化遗产，回归自然

加强长城沿线文化旅游资

源的合理规划和活化利用，在遵

循长城沿线特定的自然生态和历

史地理条件下，以文艺演出、文

化展示的形式适时展示文化艺术

作品，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化艺术

作品放置于村落街头，以此丰富

游客的文化旅游体验。同时，要

结合当地民俗，综合长城文化，

对适宜展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整体打造和综合利用，通过村

落雕塑、墙体绘画、道路指示牌

等展示方式，让旅游者品味长城

一带最具蒙汉风情的历史文化样

貌。可以将二人台、耍孩儿、罗

罗腔、秧歌、赛戏等适合表演的

民间音乐艺术，在村落的公共空

间或较为广阔的地方展演，让参

观者感受不同民族不同风俗环境

形成的独特艺术表达方式，并让

游客参与其中，穿着表演服饰道

具，活跃文化旅游氛围，增添旅

游者长城文化旅游沉浸式体验。

（三）产业联动，提升经济

一是注重利用自然优势，做

好开发。长城沿线各县市有着

特殊的地形地貌、物产等自然优

势，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此体现的

尤为一致。在进行长城文旅开

发时，很容易就能做到因地制宜

开发。所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为先导，突出地域生态特色，应

当打造成为长城文化旅游的优势

和亮点。二是搞活长城沿线县域

农业。加大文化教育宣传力度，

积极开发土特产资源，向游客展

现以绿色农牧 业和独具地方特

色的产品，形成以小杂粮、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主的农业创意拳头

产品，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充实

农民的钱袋子。三是发挥已有产

业优势。利用长城沿线已有的苗

木、果木生产基地，引入大型企

业进行规划和设计，连片带动周

边农村的苗木生产，既可以为长

城沿线绿化提供资源，也可以依

托长城文化旅游，进一步植入功

能，拓展色彩园艺，将苗木、果

木基地融入长城生态观光旅游，

推动苗木、果木基地从林区到景

区转变。加强文化旅游和温泉养

生结合，耦合文化养生、温泉康

养、健康管理、康复疗养、健康

旅游等产业。

总而 言之， 要围绕 长城 沿

线特有的自然资源，注重保护地

域历史文化风貌，合理整合地方

产业，打造生态、环保、低碳、

功能齐 全，舒 适 宜 游，地域 文

化特色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带动

长城各市县农业、交通、文化、

旅游、服务业等发展，为地方政

府依托长城资源进行招商引资，

实现农村脱贫致富、贫困人口就

业、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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