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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时生活质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使得旅游业

处于消费总童快速增长期和结构加速升级期，国内的休闲度假旅游时代已进入“黄

金期”同时．我国在国际开台上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国内旅游景，在国际上的知名

度也越来越响旅游业越来越表现出其强劲的势头．蓬勃发展起来．已被列为世界第

三大产业本文以重庆市北晤区为例，首先分析了该区当前派游业的发展现状．归纳

总结了该区的当地文化及其特点，指出了当地文化与北晤区旅游资源整合利用存在

的问题并分析原因，最后，笔者基于当地文化与旅游资源整合利用的视角提出了发

展战略建议

【关键词】当地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发展战略

当前在重庆，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将从深化改革开放，着力增强旅游业发展动

力、着力提质增效．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步伐、推进产业融合，努力拓展旅游发展空 liii

、优化旅游环境，进一步促进旅游消费等四个方面等来推进旅游业的发展，让其成为重庆综

合性展战略支柱产业

一、北碚区当前旅游业发展现状

重庆北碚区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素有“重庆后花园”的美誉，位于绪云山旅

、嘉陵汗畔，依山傍水，山水园林交融，生态环境优美。境内有九峰延绵、奇峰登翠、林海

苍茫、古树参天、素有“小峨眉”和“川东佛教胜地”之美誉的国家 4A 级旅游区婿云山，

具有 1600 年历史、国家 4A 级旅游区北沮泉，被称作“亚洲奇峡”的国家 3A 级旅游区金刀

峡，四季瓜果叭香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金果园，透逸秀丽的熹睦江小三峡等旅游资源 185

处。另外．人文底组深厚，科教文化发达。有国家级重点保护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墓，还有卢

作孚纪念馆、晏阳初、梁实秋、老舍等文化名人故居，复旦大学、西部科学院旧址等人文景

观和碚都遗址 104 处，其中列人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4 处。北碚是重庆科技和教育高地

，有重庆市自然博物馆，有西南大学等高等院校 3 所、国家大学科技园 1 个、国家级远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 4.点实验室 7 个，袁隆平、侯光炯、向仲怀等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从这里走出

，中国第一条恐龙骨架在这里组装，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图谱在这里绘制。

近年来，重庆两江新区的成立为北碚旅游注入新的活力，北暗的都市旅游特色日趋明显

。同时，随着外环高速通车，轻轨等快速交通线、嘉陵江航道的整治，便捷的交通网络为北

暗区旅游产业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更强的可进人性。北碚旅游业的开发步伐明显加快，涌现出

了红鼎高尔夫、美丽乡村嘉年华、颐尚温泉等新的大型旅游休闲项目，初步形成了以绮云山

、北沮泉为主的生态养生旅游线，以美丽乡村嘉年华为主的生态农业旅游线，以金刀峡、偏

岩古镇、胜天湖为上的自然生态旅游线等成熟旅游线路。然而，北暗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也存



在着诸多现实的，如现有旅游产品老化，旅游吸引力日趋降低、旅游市场结构单一，外向型

旅游开展乏力、近郊

主城化带来资源同质化，旅游竟争日益白热化、大交通杨通小交通梗阻，过夜客比例进

一步降低等一些列问题。根据当前重庆市“五大功能区”的空间战略部署和北暗区的城市发

展定位规划，依托丰富而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当地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整合利用作为基

点，着力实施北磅当地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的融合发展，充分展现北碚独特的文化内涵，让

北碚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繁荣，促进北暗文化旅游成为支柱产业。

二、北碚区当地文化及其特点

北碚区人文底蕴深厚，是全国文化先进区，集巴宗教文化、乡建文化、抗战文化、巴渝

文化生多种文化于一身，是抗战时期的“小陪都”，在历史上有中国东方文化“诺亚方舟”

之称。

（一）宗教文化。佛教在北碚已有近 1600 年的历史，兴起于南北朝时期（公元 423 年

，刘宋景平元年），慈应和尚在绪云山创建绪云寺，在温汤峡创建温泉寺。绪云和温泉两寺

受历代皇帝御赐，素有“川东佛教圣地”之美名。现仍留有有唐宋时期的摩崖造像、中印佛

教艺术合璧的晚唐石照壁、皇帝题名“绪云胜境”和“柳叶道场”的明代石牌坊。1932 年，

名僧太虚法师在绣云寺创办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研究汉藏教理，弘扬汉藏佛教，成为个

Ihi 佛教文化教育中心之一，绪云山田此而名扬中外。曾经的辉煌相比，绪云山当前在社会

的影响力、吸引力，远不如梁平的双桂堂、九龙坡的华岩寺。道教文化在北碚的影响也极其

深远，最为盛名的是绪云山上绍龙观和白云观，中外首家道教正一派养生文化园区－一重庆

绪云山道家养生园，游客可以在此汲取道家千古养生秘诀，同时还会体会道家四绝和领略道

家绝技。

（二）乡村建设文化。上世纪 20 年代，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等在北碚掀起了“农

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乡村建设运动，创造了实业兴乡的“北碚奇迹”。

以北暗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是学术界公认的民国

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为卓著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

完整的历史记录。乡村建设文化不仅在重庆市乃至在全国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北暗地域特征，

也是北碚创造的具有历史继承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目前，除卢作孚纪念馆的影

响较大外，晏阳初纪念馆鲜为人知，梁漱溟先生的勉人书院旧址（后为北暗勉人职业中学校

址）因山体存在滑坡隐患等因家，已废弃。虽然卢作孚研究会、梁漱溟研究会、晏阳初研究

会都分别定期举办纪念（研讨）活动，西南大学设有卢作孚研究中心、乡村建设学院等机构

，仍可以看到许多卢作孚先生留下的许多痕迹，如北温泉公园、天府煤矿、川北铁路遗址、

峡区医院遗址、北碚图书馆等，乡村建设文化要素之问缺乏整合，乡村建设文化‘j 旅游资

源开发缺少融合。

（三）抗战文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北碚成了陪都的迁建区，国民政府各

院、部、局多牵至于此，更是知名的爱囚民主进步人士会（统战对象）聚集之地。据统计．

当时迁至北暗的民国政府中央部级以上单位 13 个，下属中央局处级单位 30 多个，科教文化

机构 52 个，复旦大学等大专院校 16 所，一大批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及赫赫有名的文化教育名

流，如郭沫若、老舍、梁实秋、顾硫秀等 3000 名流接踵而来，留下《棠棣之花》、《四世



同堂》、《雅舍小品）等传世之作。抗战时期，北碚创造多个“中国第一”：近代中国第一

个民间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碚成立、中国大熊猫在北碚命名、中国第一座全国地

形浮雕在北碚制成、中国第一座恐龙骨架在北磅组装、中国抗战大后方第一个滑翔机场在北

碚建立此外，抗战时期以身殉国的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张自忠安葬在北碚梅花山麓，其陵园

目前是北碚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我区得到修缮保护的遗址如：张自忠陵园、

“雅舍”纪念馆、“四世同堂“纪念馆、卢作孚纪念馆，西南局工作室夏季办公点，夏坝复

旦大学旧址、美龄堂等。但仍存在部分抗战遗迹没有得到保护悄况。从文化旅游角度看，北

碚的抗战文化遗址点分址，能够吸引的游客有限。

（四）名人圣迹。绪云山和小三峡秀丽的风景和浓厚的宗教文化吸引力一大批文人墨客

，如唐代著名诗人陈予昂、之后有王维、杜甫、李商隐、周敦颐都先后到此，赞誉北碚醉人

景致、风物人情的诗词多达 600 余首，留下《人东阳峡与李明府舟前后不相及》、《夜雨寄

北》这样的传世名作；明清两代，北碚佛教兴盛，燕名前往的吟诗作赋之人甚多，留下数十

方明代诗碑；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界名流纷至沓来，留下墨宝近 200 件，仅绪云山就存

了 100 多幅珍贵的墨宝，其中郭沫诺、田汉、张治中、冯玉祥都留下珍贵的题词手稿；这是

更有北宋宜和年间进士冯时行求学授业遗址，为后人敬仰缅怀；这里更有 140 多年前的同治

年间大名姑烧的朝阳朽院旧址；但这些文化资源分散、开发管理理念落后、保护不力，周边

配套设施跟不上，很难吸引游客；

（五）巴渝文化。北碚历史悠久．最有巴渝文化代表的当属偏岩古镇和金刚碑占镇＿偏

岩古镇建镇 300 多年来，基本保持了古镇的建筑清代特色，依山傍水临河房屋悬空而建，呈

吊脚楼，古朴稚致，浑然天成，是中共早期的活动据点之一，也是重庆市政府首批的历史文

化名镇＿金刚碑古镇背靠绪云山，面朝嘉陵江，早在 1000 年前便有人居住，在清康熙年间

灿盛．至今也有 300 多年历史。30 年代．国民政府统计局、中正朽局、中央研究院植物研

究所等迁来此地，是重庆传统历史街区。目前，对两镇的文化资源和旅游品牌的宜传和保护

不力，致使两镇的旅游资源浪费，处于停滞阶段。

三、北碚当地文化与旅游资源整合利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管理职能分散、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与管理落后。当前，北碚区缺乏一体化的旅游

管理体制，对旅游业相关的产业的管理涉及到林业、文化、农业、宗教、水利、交通等部门

，相关的管理部门和管理者对旅游资源和当地文化状况的了解不全面不系统，在文化、旅游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管理上，缺乏全局观念和通盘考虑，难以形成合力，即使有先进的管理

办法与措施很难很好地落实，造成资源的浪费，得不到很好的利用，严重影响了北暗区旅游

业的发展。比如，北碚众多的抗战文化遗址地理位置分散，即使得到修缮开放的景点，空间

范围表较小，而且均以传统的图文资料介绍，实物展示为主，表现形式单调乏味，缺乏生动

性和震撼力，对游客的吸引力十分有限；复旦大学旧址、雅舍等，只是修复呈现，有的甚至

荒芜废弃，没有形成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的文化旅游品牌。另外．独特的乡建文化资源基本

没有与新农村建设、观光旅游、乡村旅游等相结合。而且旅游资源开发观念落后，没有创新

，没有利用好区内优质教育资源，不能为高品质居住产业增加吸引力。

（二）当地文化与旅游资源整合利用未形成体系。近年来，北暗区在保护和修缮重建文

化遗址遗迹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而忽略了旅游是一个涉及到吃住行游娱购等多个子要素的

综合系统，较少地考虑其旅游接待功能．旅游景区景点周边的旅游配套设施跟不上．导致一



些文化旅游景点建成后无法有效开展旅游接待活动，导致这些文化资源并没有转化为旅游产

业实力。比如主题特色餐饮稀少、住宿环境档次偏低、分布不合理、停车问题、几乎没有任

何能提高游客旅游体验感的参与性、体验性的娱乐设施和活动安排、有价值有特色的本土旅

游商品开发力度不够等问题。

（三）当地文化与旅游资源整合的，品牌意识不强，宣传力度不够。北暗区的文化和旅

游资源丰富，地域特色比较明显，但是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突显北暗文化的地域和时代特

色，又能包容北错的多元文化要素的，还能够吸广大游客的品牌旅游项目，没有打造出旅游

精品。绪云山、北醚泉址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底道，但对旅游资源和文化的挖掘和

包装明显不足，缺乏有效的展示手段和渠道；金刀峡等自然风貌区本身就缺乏文化内涵，文

化元家融人十分欠缺，导致现有景区的文化氛围淡薄，缺乏灵魂与吸引力。北磅文化资源随

种类丰富多样，但是没有类似“印象大红袍”、“印象丽江”之类的为社会各界所认可，能

充分展现北碚历史文化脉络和精髓的展演剧目，另外，西南大学拥有众多在国内外知名并有

影响力的的朽画名家和艺术大家，但北暗没有给他们提供展示的大平台，宜传力度不够。

（四）缺乏统筹平台。北暗区既未出台保护、利用、整合与开发文化资源的系列优惠政

策，也未颁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系列优惠奖励政策，项目招商比较困难；而当地也没有建

立起涉旅运营平台，无法通过市场手段为当地文化和旅游资源整合筹集资金，来进行大手笔

、大项目的支撑投人；而当地也没有具备优势和规模的文化产业来支撑旅游业的发展。

四、基于当地文化与旅游资源整合利用的发展战略建议

（一）规范旅游管理机构和体制为更好地满足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需要，北暗区应本着

“统一、权威、高效”的原则，改革现有的多头旅游管理体制．建立一个以区委、区政府层

面领导为核心的“统一精神、职责分明、高效权威”的旅游管理组织机构和“统一规划、政

府主导、行业协调、社会参与”的新型管理机制．能统筹各涉旅要素的专门管理机构，以推

进文化、旅游等多种涉旅资源的整合利用，从而实现全区推动、全业融合发展的战略构想

（二）完善旅游发展政策体系。北碚区要始终坚持“以保护为前提的有限开发”．完善

生态和文化环境保护措施、通过逐步完善旅游分区结构、优化旅游产品结构、优化旅游企业

组织结构、调橄旅游经济所有制结构等相关的旅游供给促进政策和活动、广泛吸引社会资金

投向北碚区旅游业的旅游投资的鼓励与优惠政策．来为当地文化与旅游资源结合发展保驾护

航。

（三）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应积极发展旅游职业教育，加强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

旅游管理专业的合作，形成高、中、低三级旅游人才培训体系，努力完善岗前培训、岗位培

训以及轮岗等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家质和服务质量，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

最基本的保证。

（四）搭建旅游投资融资平台。应通过加大地方财政资金投人、积极争取上级部门资金

和发行相应的融资债券等方式筹措旅游发展资金，用于建设与改造旅游基础设施、推销与宜

传北猪旅游产品和旅游形象等政府型投资项目通过投资补贴、出让经营权或建立股份制、运

用政策性贷款、商业贷款、民间投资等融资手段筹措资金用于景区（点）建设与改造等非政

府型投资项目，确保文化与旅游资源整合利用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五）建立旅游信息管理系统。应建立旅游信息化平台，将整个区域范围内涉旅的吃住

行游娱购动态信息都纳人其中，实现更加高效、优质的信息化旅游管理。

（六）实行“公司化”运作文化与旅游整合项日建设。创建有利于文化、旅游资源整合

后市场运作平台，即每个大项目都成立一个专门的运营公司来负责运作。制定文化与旅游资

源整合利用的发展规划，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数字化，策划几个整合北暗文化、旅游资源

色的独具特色的在全市具有展撼力和影响力的文化旅游产业大项目，如依托西南大学艺术资

源，规划建设集成书画、音乐、休闲、生态为一体的项目；依托温泉资源，积极引人传统中

氏、佛家道家的养生文化融人十里沮泉城等以养生养心为核心功能的旅游项目；依托北暗重

要的历史文化资薄如乡村建设、抗战、养生、宗教等文化符号融人城市建设项目之中，打造

传承历史文脉．体现文化地域特色的大型文体活动“北磅奇迹”项日等，来实现文化、旅游

资源深度融合，形成优势产业链，提升旅游项目和城市文化内涵同时，探索创办国际乡村旅

游节、“巴山渝水”生态观光旅游，国际温泉养生旅游节等独具特色的大型节事活动，打造

文化旅游品牌。

（七）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按照“大项目、大投人、大营销”的理念，发展一批高

档次、旅游吸引力强的大型旅游项目，并对原有旅游项目进行升级改造，增强北暗旅游的整

体吸引力。同时．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突出合理布局、功能完善、档次区别、本

土特色和文化内涵、规范管理”的要求，加大对酒店、餐饮服务、旅行社、旅游购物、交通

等配套接待设施的建设。

（八）加大旅游宜传促销力度。把“城市 i 区域形象和旅游宣传、形象宜传与产品宜传

、对公众宣传与对旅行商促销、轰炸式传播与持续性促销”这四个相结合，通过制作旅游标

识、宜传口号，采用多元营销宣传策略，加大旅游形象在媒体和游客心中的印象，提高北研

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