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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独特资源深挖独特资源 奏响文旅融合新乐章奏响文旅融合新乐章
——方山县全域文旅融合的思考

□ 张利芳

雄奇灵秀的自然景观

方山的自然景观犹如一幅雄浑壮
阔又不失灵秀的山水画卷。北武当山，
以其“雄、奇、险、秀”的特质，屹立于天
地之间，享有“三晋第一名山”的美誉。
梅洞沟森林公园亦是方山自然景观的
一大亮点。这里峡谷幽深，潺潺溪流穿
梭其中。森林覆盖率极高，是一处天然
的氧吧。园内动植物种类繁多，珍稀的
野生动物在林间穿梭，构成了一幅生机
勃勃的生态画卷，吸引着众多热爱自
然、追求生态旅游的游客前来探秘。

璀璨夺目的人文资源

于成龙，这位从方山走出的一代
廉吏，以其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形
象，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他出仕二十多年，辗转多地，始终秉持
着“天理良心”的为官之道。于成龙的
故居方山县来堡村保存着他曾经生活
过的院落，古朴的建筑风格，承载着历
史的记忆。在这里，游客可以感受到
于成龙廉洁奉公、心系百姓的高尚品

质，从他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接受
廉政文化的洗礼。

刘渊，是匈奴的杰出领袖，自幼聪
慧好学，博览经史，深受汉族文化的熏
陶。在西晋末年的乱世中，刘渊审时
度势，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军事
智慧，建立了汉赵政权，成为了十六国
时期的第一位皇帝。 在方山，关于刘
渊的传说和故事广为流传，这些传说
不仅丰富了方山的文化内涵，也为游
客提供了探寻历史的线索。

方山的传统建筑同样令人瞩目。
峪口镇的张家塔民居建筑群，始建于清
代，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建筑风格融合
了北方四合院的特点，木雕、砖雕、石雕
工艺精湛，每一处雕刻都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寓意。大武木楼，这座吕梁地区现
存最古老的高层建筑之一，以其独特的
建筑结构和精湛的工艺，展现了古代劳
动人民的智慧。 此外，方山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伞头秧歌、道情戏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些
民俗文化是方山人民生活的生动写照，
也是吸引游客的独特魅力所在。

优势

资源独特且丰富多样。北武当山
的自然景观在周边地区具有稀缺性，而
于成龙、刘渊等人文资源更是具有深厚
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传统建筑、民俗文
化等共同构成了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
体系。这种多元性能够满足不同游客
群体的需求，无论是追求自然风光的游
客，还是热衷于历史文化探索的游客，
都能在方山找到心仪的旅游体验。

区位与交通条件逐步改善。方山
县地处吕梁山脉中段，距离吕梁市区
较近，随着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其与周边城市的联系日益紧
密。公路网络不断优化，使得游客能
够更加便捷地到达方山。这种逐渐凸
显的区位优势，为方山吸引周边城市
的客源市场提供了有力保障，有利于
扩大旅游市场的辐射范围。

劣势

旅游基础设施仍需完善。尽管交通
条件有所改善，但部分景区内部的基础
设施仍存在不足。例如，一些景区的道
路狭窄，在旅游旺季容易出现拥堵；停车
位数量不足，给自驾游客带来不便；旅游
标识系统不够清晰，游客在景区内容易
迷失方向。此外，景区的住宿、餐饮等服
务设施在档次和品质上也有待提升，难
以满足游客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旅游产品开发深度不足。目前，方
山县的旅游产品主要以传统的观光旅
游为主，旅游产品的创新性和体验性相
对欠缺。对于于成龙、刘渊等人文资源
的挖掘，更多停留在简单的展示和讲解

层面，缺乏深度融入文化内涵的特色旅
游产品。例如，在开发与于成龙相关的
旅游产品时，可以设计让游客参与角色
扮演，体验古代廉吏断案的场景。

专业人才匮乏制约发展。方山县
在旅游规划、营销、管理等方面的专业
人才相对不足。专业人才的匮乏使得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缺乏创新性和
科学性，旅游营销手段较为传统，难以
适应快速变化的旅游市场需求，从而制
约了方山文化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机遇

旅游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与转型。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游客的需求逐
渐从传统的观光旅游向文化体验、生态
休闲、康养度假等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
产品转变。方山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
源，恰好契合了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

区域旅游合作前景广阔。周边地
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方山县带来了
良好的合作机遇。通过与周边城市开
展区域旅游合作，能够实现资源共享、
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例如，方山县可
以与吕梁市区以及其他周边县区联合
打造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将方山的自
然与人文景点融入更大的旅游版图
中，提升方山县在区域旅游市场中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科技赋能旅游发展。方山县可以
借助科技力量，创新旅游发展模式。
例如，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技术，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于
成龙故居的历史场景，或者在北武当
山景区利用智能导览系统，为游客提
供更加个性化的游览服务。

资源整合与布局优化

深度整合多元资源。对全县的自然与人文旅
游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普查和评估，以文化为纽
带，将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有机整合。例如，将北
武当山的自然景观与于成龙的廉政文化相结合，
开发“登山揽胜，感悟廉风”的旅游线路。游客在
攀登北武当山，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前往于成龙
故居，感受廉政文化的熏陶。将刘渊的历史文化
与周边的自然山水、民俗文化村落相结合，打造

“探寻枭雄之路，体验民俗风情”的特色旅游产品，
让游客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深入了解方山的
文化底蕴。

科学规划空间布局。依据方山县的地理区
位、资源分布和交通条件，构建“一心、两轴、多片
区”的全域旅游空间布局。“一心”即打造以县城为
核心的旅游服务中心，完善旅游集散、咨询、住宿、
餐饮、购物等综合服务功能，为游客提供便捷、舒
适的旅游服务。“两轴”分别为沿主要交通干线形
成的旅游发展轴，一条以连接北武当山和县城的
交通线为依托，打造自然与文化融合发展轴；另一
条以串联各个历史文化遗迹和民俗文化村落的交
通线为基础，构建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发展轴。

“多片区”则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划分，如以北武
当山为核心的自然生态旅游区，以于成龙故居为
核心的廉政文化旅游区，以刘渊相关遗迹为核心
的历史文化探秘区，以及以张家塔民居、伞头秧歌
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体验区等，实现区域间的协
同发展，形成全域旅游的良好格局。

产品创新与升级

开发文化体验精品。深入挖掘于成龙、刘渊等
人文资源的内涵，开发具有深度体验性的旅游产
品。对于于成龙文化，可以打造“廉吏风云”主题体
验项目，在景区内设置古代衙门场景，游客可以扮
演官员、师爷、百姓等角色，参与模拟断案过程，通
过亲身体验，感受于成龙公正廉明的为官之道。针
对刘渊文化，开发“刘渊传奇”历史文化沉浸式体验
项目，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全息投影、虚拟现实
等，再现刘渊建立汉赵政权的历史场景，让游客仿
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那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

丰富生态休闲产品。依托梅洞沟森林公园等
自然生态资源，进一步丰富生态休闲度假产品。
在公园内建设高端的森林康养基地，提供森林瑜
伽、森林冥想、温泉疗养等特色康养项目，满足游
客对健康养生的需求。开发多条不同难度级别的
徒步、骑行线路，沿途设置观景台、休息驿站等，让
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享受户外运动的乐
趣。同时，结合季节特点，开展春季赏花、夏季避
暑、秋季采摘、冬季赏雪等主题活动，延长游客的
停留时间，增加旅游消费。

打造特色节庆活动。结合方山的民俗文化和
历史文化名人，举办各类特色旅游节庆活动。每
年定期举办“于成龙廉政文化节”，通过廉政文化
展览、廉政主题讲座、文艺演出等形式，弘扬于成
龙的廉政精神，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学者前来
参与。举办“刘渊文化节”，开展历史文化研讨、仿
古祭祀等活动，展示刘渊的历史功绩和文化影响
力。此外，继续办好伞头秧歌文化节、北武当山登
山节等传统节庆活动，通过节庆活动的品牌效应，
提升方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基础设施建设与提升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
投入力度，进一步提升县域内的交通网络。拓宽

通往景区的道路，确保道路的通行能力，特别是在
旅游旺季能够满足大量游客的进出需求。改善景
区内部的交通条件，建设舒适、便捷的步行道、登
山道等，方便游客游览。增加景区的停车位数量，
合理规划停车场布局，采用智能化的停车管理系
统，提高停车效率。同时，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交通
对接，开通更多的旅游专线和直通车，为游客提供
更加便捷的交通服务。

提升旅游服务设施。鼓励发展具有地方特色
的民宿，在保留传统建筑风格的基础上，提升民宿
的内部设施和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住宿
体验。建设集中的旅游购物街区，整合方山的特
色农产品、手工艺品等旅游商品资源，打造具有品
牌影响力的旅游商品。优化景区的标识系统，确
保标识清晰、准确，方便游客游览。

市场营销与品牌塑造

创新营销策略。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平
台，开展多元化的精准营销。建立方山县文化旅
游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包括微信公众
号、微博、抖音等，定期发布精美的旅游图片、视
频、攻略等内容，吸引游客的关注和互动。与在线
旅游平台（OTA）深度合作，推出个性化的旅游产
品和优惠套餐，提高方山旅游产品的线上预订
率。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了解游客的兴趣爱好、
消费习惯等，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和营销推广。

塑造品牌形象。深入挖掘方山县文化旅游的核
心价值，打造独特的品牌形象。以“廉风古韵，山水方
山”为主题，设计统一的品牌标识和宣传口号，突出方
山的廉政文化、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特色。通过参加
国内外各类旅游展会、举办旅游推介会等方式，加强
品牌推广。在旅游展会上，设置具有方山特色的展
位，展示方山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遗迹、特色旅游商
品等，吸引国内外旅游业界的关注。邀请知名旅游博
主、网红达人等来方山体验旅游，通过他们的影响力，
扩大方山旅游品牌的传播范围。

人才培养与引进

本土人才培养。加强与当地职业院校的合作，
在职业院校中开设旅游相关专业，根据方山县文化
旅游产业的发展需求，设置课程体系，培养旅游规
划、导游服务、旅游管理等方面的本土专业人才。
定期组织旅游从业人员培训，邀请行业专家、学者
进行授课，培训内容涵盖旅游服务技能、文化知识、
市场营销等方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
水平。建立旅游人才培训基地，为旅游从业人员提
供实践操作的平台，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人才引进。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旅游规划、营
销、管理等方面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到方山县工
作。在住房、子女教育、薪酬待遇等方面给予优
惠，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
的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吸引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专家团队为方山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

方山县打造全域文化旅游县，是顺应时代发
展潮流、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举措。尽管在
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但通过实施资源整
合、产品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人才培
养等一系列策略，方山县有望实现文化旅游产业
的全域化、高质量发展，成为山西省乃至全国知名
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画卷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画卷

方山作为一个千年古县，蕴藏着丰富的自然与人文宝藏。这片土地不仅有壮丽的山川、秀美的景色，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走出了于成龙、刘渊等众多杰出人物。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方山县正以打造全域文化旅游县为契机，深入挖掘这些独特资
源，奏响文旅融合的崭新乐章。

优化升级的策略探究优化升级的策略探究

优势与挑战并存的态势优势与挑战并存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