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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发展对策研究 

程 杰1 

（重庆文理学院  旅游学院，重庆 402160 ) 

 

【摘 要】: 作为景区吸引媒体和公众注意力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节事活动越来越受到各旅游景区的青睐，并

被其广泛推广和运用。加强对景区节事活动的开发和筹办，有益于促进四面山旅游业的发展，同时，更有益于塑造

四面山的整体良好形象，提升知名度、美誉度。通过对江津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现状进行全方位分析，发现在发展

过程中存在着活动多为政府主办且形式较为单一等诸多问题，由此提出推进市场化运作、深度开发节事活动等相应

措施。这对于江津四面山景区的长足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其他类似景区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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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节事活动的成功举办，能够给举办地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本选题旨在通过对重庆江津四面山景区

节事活动进行科学的认识和分析，挖掘其存在的市场机会和发展潜力，并运用科学的理论，为其发展提出具有实用性及可操作

性的发展战略。  

2 研究背景和意义  

2.1 研究背景 

自国务院在 《 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 中明确提出将重庆“打造长江上游地区的‘会

展之都’、‘购物之都’、‘美食之都’，形成区域商贸会展中心，促进实现流通现代化”。这一战略性“黄金定位”以来，加强品

牌节事活动的培育对加快重庆地区建设与发展、新重庆地区形象营销尤为重要。为此，通过理论分析节事活动特别是景区节事

活动的现状，以重庆江津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为例，明确其存在的问题及可采取的对策，有利于重庆江津四面山景区抓住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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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景区特色和优势，推动重庆江津四面山节事旅游以及地区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2.2 研究意义 

一是促进景区发展，增加旅游收益。加强对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的研究，深入了解其发展现状，促进各类资源进行优化组

合，不仅能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同时，能够推动景区旅游资源结构的调整，为四面山景区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甚至形成一个

新的亮点。 

二是塑造地区形象，提升景区知名度。推动重庆江津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建设及发展，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总结四面山

景区节事活动发展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及时、准确地调整景区发展模式，适应社会和市场的发展规律，有效的扩大宣传、提高

影响，塑造自身整体形象，提升四面山景区的知名度。  

3 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发展现状  

3.1 四面山节事活动发展概况 

从 1985 年启动以来，江津四面山景区经历了三个层次的飞跃： 1994 年被命名为第三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2006 年

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2015 年 10 月 15 日，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批准重庆市江津四面

山景区为国家 SA 级旅游景区。至此，江津四面山景区用了整整 30 年，迈上了一个新的顶峰。 

四面山景区作为过去及当前江津区旅游景区及形象的引领，一直以来是江津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并对江津未来区域旅游

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意义。作为重庆市乃至全国的传统风景类景区，四面山旅游发展已远远落后于武隆、张家界等国内其

它同类风景区。因此，以品牌为引领，依托地球“生态飞地”世界级大生态背景，整合四面山生态与人文资源，提升四面山景

区吸引力，打造景区品牌节事活动，推动四面山景区跨越式复兴迫在眉睫。  

3.2 四面山主要节事活动 

伴随政策的支持、景区层次的提升，江津四面山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游客所熟知和认可。同时，四面山景区与时俱进，以自

身资源与特色为依托，打造符合自身发展的各类节事活动，以此提高自身影响力和吸引力，促进景区协调发展。  

3.2.1 中国七夕东方爱情节 

为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提升整体形象，江津四面山景区以“爱情天梯”真实故事为原型，与三亚天涯海角景区跨越 1314 

公里，共结连理，推出“七夕东方情人节”相关主题活动，打造“山盟海誓”特色节事活动品牌。通过此系列活动，将充分挖

掘四面山景区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不断深化“山盟海誓”主题概念，提高景区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  

3.2.2 火篼节 

以当地民俗风情为依托，辅以其相关的表演、活动，江津四面山景区于 2017 年春节隆重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火篼节。

据报道，此次活动成功吸引了全国 11个省市 7.8 万名游客慕名前来，市内外 100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813.7 

万元。同时，相关部门已分别正式受理、启动四面山“天下第一大”火篼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申请。 

4 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发展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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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形式多为政府主办 

从根本上来说，节事活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在实现市场化运作中，应当遵循“资金筹措多元化、业务操作社会化、经营管

理专业化、活动承办契约化”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否则，市场化机制难以真正运行，同时，也会导致节事活动华而

不实，绩效不显著。 

江津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多为政府牵头主办，按行政方式运作，市场发挥作用较小，节事活动绩效较为低下。同时，在节

事活动的运作过程中，由于政府管辖范围过于宽泛，将造成节事活动“变味”、成本过高，政府财政压力过大，这不仅不利于景

区品牌节事活动的打造和发展，而且不利于区域全方位协调发展。  

4.2 活动类型较为单一 

举办“以节招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节事活动，来推介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和产品，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

的加速发展，已在全国各地区形成热潮，并渐渐形成了各大景区招徕游客、提升名气的方式。 

而随着四面山景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影响力的提高，节事活动遍地开花，迅速发展。然而，尽管江津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举

办的数量和次数在逐渐增加，由于经验不足、配套设施不齐全等原因，节事活动层次较低，内容较为单一，主要以物质资源型

和民俗文化型为主，如七夕东方爱情节、生态年猪节、四面山富硒猕猴桃节等。 

4.3 群众参与意识较浅 

对于景区节事活动来说，“人”才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因素，这也是节事活动能达到其他目的的前提。据统计，中国 70%的

节事活动的公众参与人数少于 30 万。对于有着 13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这个数字太少了，再加上各地区重复办节现象频

发，造成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 

江津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起步较晚，在开发层次上处于初级阶段，相对较为落后。由于在一些活动的具体设计上，存在着

单存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人的情感需求和精神文化追求。同时，大多数节事活动缺乏与群众的联系，规模较小，知名度较低，

难以引起群众的关注，导致群众参与意识较浅，参与度不高。  

4.4 传播效果有待提高 

对于节事活动来说，如何进行有效的传播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迪士尼特殊活动总监汤姆曾介绍迪士尼的五部成功法，他

强调，在市场营销中，把赞助商的意见，巧妙地融入活动的内涵和创意中，然后推销给观众，这才是节庆活动的主要环节。其

中，媒体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 

由此可见，在节事活动的举办过程中，“媒体”、“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年轻”的四面山景区来说，在

这方面的工作，还有所欠缺，其对节事活动媒体的选择与把控较为生疏，对活动的传播力度还不够，有待提高，以至于节事活

动知名度低，对群众的吸引力较小。  

5 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发展对策  

5.1 推进市场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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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景区节事活动的打造与发展，重庆江津政府部门应逐渐退出节事经营，渐进式地推进市场化运作、推动品牌节事

活动的打造；紧紧围绕“提升产业地位、丰富产品体系、建设重点项目、打造集散中心、强化旅游营销、推动城镇建设”六大

主要任务，立足“两地一心”的城市总体功能布局以及“ 1234”鹰型旅游空间格局，依托四面山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人文

地理资源，建立旅游循环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品牌化的建设，大力实施“大旅游、大产业、大江津”的发

展战略。  

5.2 深度开发节事活动 

江津四面山作为传统老牌景区发展相对迟缓，节事活动相对单一、规模集聚效应相对欠缺。针对景区这一重要问题，江津

四面山景区应该高度关注和重视。同时，为了促使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尽快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应建立合理先进的管理体制，

增进对景区资源与文化的了解，科学整合景区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以四面山的山水生态环境优势为依托，在山水人文资源

为先导的拉动下，实施精品节事活动发展战略，深度开发特色活动品牌，着力打造生态休闲度假、文化体验、都市休闲、商务

会议 4 大类特色旅游产品体系，促进四面山景区多样化发展。  

5.3 提高活动知名度 

对于节事活动来说，达到其目的的前提就是要有观众的参与。因此，江津四面山景区应该注重以人为本、群众参与，加强

节事活动的开发与打造。同时，学会不断创新，提高节事活动知名度，不断吸引群众参与，扩大景区的影响，从而树立品牌形

象。例如，江津四面山七夕东方爱情节以“爱情天梯”真实故事为原型，结合人们特别是情侣的现实需求，充分挖掘四面山景

区与天涯海角景区旅游资源优势，打造“山盟海誓”节事活动旅游品牌。  

5.4 提高活动传播力度 

江津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正在形成并发展，但其影响力和知名度相对来说还比较低，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因此，

在推进市场化运作、深度开发节事活动、提高活动知名度的基础上，还应整合营销节事活动，根据节事活动目标受众的特点，

广泛选择合适传播工具，提高节事活动的传播力度，打造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品牌。根据目标市场打造节事活动品牌，实施专

业化管理，促使节事活动逐步向专业化与市场化方向发展。  

6 结语 

通过对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现状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对其作出了客观、全面的评价，并且合理的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措施。

这对重庆江津四面山景区及其节事活动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由于四面山景区节事活动

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存在尚未考虑到的方面，希望以后能进一步的研究并加以纠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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