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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豆腐 IP 探索淮南乡村旅游新途径 

夏蓝图
1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近年来,乡村作为新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城市游客的青睐。安徽淮南作为豆

腐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底蕴深厚,而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故而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明显。对当前淮南发展乡村旅

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走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实施科技兴旅,建立旅游市场监管体制,打造“豆腐文

化”品牌,完善交通设施等发展淮南乡村旅游的新途径。 

【关键词】：淮南 豆腐 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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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淮南与“八公山豆腐” 

淮南,地处安徽省中北部,长江三角洲腹地,淮河之滨,素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称。从古至今,淮南一直都是南北文

化的交汇地,人杰地灵,钟灵毓秀。自民国九龙岗煤矿创办,是淮南重工业发展的基石,尤其是以煤炭工业以及电力工业发展为主

导产业的基础。 

相传,历史上西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公元前 164 年封为淮南王)雅好道学,欲求长命百岁之术,不吝重金广招方术之

士。其中较为知名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波、伍波、晋昌、毛被、左昊八人,号称“八公”。刘安暗里幽会八公相伴而行,

登北山而造炉,欲炼妙药以求长寿。他们取山中“珍珠”、“大泉”、“马跑”的三泉清冽之水磨制豆汁,后又以豆汁培养丹苗,

谁曾想不料炼丹未炼成,豆汁与盐卤的化合,产生出一片芬芳诱人且白白嫩嫩的东西。当地有胆大的农民取而食之,竟然得出美味

可口的结论,随后于是将其取名为“豆腐”。至此之后,北山便改名为“八公山”,淮南王刘安也无意之中成为了“豆腐”的老祖

宗。在当时,自刘安创造出“豆腐”之后,八公山方圆数十里的广大村镇纷纷效仿其中制作原理,因此,淮南便成为了历史上名副

其实的“豆腐之乡”。 

2 淮南乡村旅游开发现状 

当下,淮南市乡村旅游仍然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尚未形成鲜明的特征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如何建立乡村治理新体系,更好地

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淮南市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城乡居民关注的焦点。但是淮南市乡村旅游仍然存在以

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2.1乡村旅游产业特色不明显 

淮南市乡村旅游的商品逐渐趋于同质化,缺乏吸引力。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淮南市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亟需解决。首

先,“八公山豆腐”的传承底蕴不够扎实,虽说“豆腐”的历史悠久,广为流传,但是当与周边省市同类型景区相比,淮南市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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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发展建设仍然存在缺少自身特色优势的问题。其次,由于淮南市乡村旅游景点的知名度不够高且对外吸引力有限,导致了

乡村旅游景点辐射范围过小,大多来此旅游的游客都采取一次性消费的模式,客流量的不稳定,所以很难取得乡村旅游所预期达

到的效果,过于单一的旅游文化,难以发挥淮南乡村旅游商品的最大市场潜力。 

2.2乡村旅游的宣传机制较落后 

淮南市乡村旅游没有明确的产品定位,更加缺乏宣传推广乡村旅游的 IP。当下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云端

科技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依赖平台之一。部分乡村旅游辐射地区有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但也仅仅只是以在景区树立广告

牌、广告标语亦或是横幅等形式主义的表现方式出现,甚至淮南市的“豆腐文化节”此类特色大型活动的宣传也未能抓住宣传机

会,吸引游客。再者,关于“豆腐旅游”也缺少了其本身特有的文化内涵,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主题活动往往都以各类歌舞表演的

形式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在这其中对旅游文化产品实质内涵的推广宣传往往过多地被商业利益所掩埋。因此,“八公山豆

腐”作为淮南最有价值的 IP 之一,以豆腐生产制作销售为宣传核心的乡村旅游更应当加快建立全方位、多维度的立体宣传促销

机制体制。 

2.3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建设缺乏重视意识 

当前,淮南市政府产业转型意识尚且淡薄,自下而上的旅游产业管理体系也尚未形成。旅游业的发展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

突破方向之一,而淮南市乡村旅游却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少数乡村地区更是只注重局部利益,目光短浅,严重忽视与

旅游产业链的衔接。加上政府缺乏对旅游相关专业人士的技术培养和产业运转资金的投入,并没有对淮南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进行

长远的规划,乡村旅游所能带来的实际效益也没能进行及时的评估。因此,政府在淮南市乡村旅游项目规划、资金引进、旅游业

务指导、旅游人才培训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2.4乡村旅游管理模式混乱 

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编制体制,政府和旅游企业之间存在协调沟通不到位的问题。在乡村部分地区存在“多个领导部门”或

是“无领导”的现象,导致游客的反馈意见多数时候未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单纯的市场竞争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淮南市乡村政

府作为乡村旅游市场“有形的手”,没有发挥好对市场监督管理的作用,高效完备的管理体制的缺失,标准化、精确化乡村旅游建

设项目书的编写仍有待加强。在部分企业之间因为存在利益纠纷,出现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盲目竞争、恶性竞争,哄抬物价、景点

门票紧张、高价酒店、餐饮价目不明确等问题频频涌现,部分乡村旅游景点甚至有强制性消费购物的环节,引起了游客的强烈不

满。这种恶劣的旅游环境导致乡村旅游的客源逐渐减少,与预期的可持续长久性地旅游业发展背道而驰。 

2.5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闭塞的道路交通是游客与景点之间存在需求供给矛盾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由于淮南乡村旅游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

滞后,乡村旅游在便捷程度上大打折扣。乡村道路不通畅、公共交通换乘不方便、道路指示标牌不清晰、停车场规划不合理等困

难亟待解决。此外,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的餐饮、住宿以及娱乐体验等诸多方面的需求都得不到基本满足,而作为供给端的旅

游企业没法做到游客所需的旅游基本需求保障,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也是严重制约淮南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6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由于部分乡村地区长期处于单一的自然环境之中,在突然遭到过度地旅游开发之后,导致区域内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下降,

出现生态环境的破坏。旅游旺季游客带来的垃圾随意丢弃,环保部门清理不及时,垃圾长期掩埋堆砌,致使土壤出现酸化,生物多

样性也在不断减少。淮南的“煤炭文化”也是远近闻名,长期无节制地开采、加工、制造更是造成了空气污染,与当下“豆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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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宣传的绿色环保理念相背而行。 

3 淮南乡村旅游发展新途径 

在我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三农”问题始终是国民生计的根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

举措之一,而如何引导乡村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是其中的重点内容。近年来,随着我产业转型的不断升温,新型旅游产业也逐

渐走向了新常态。乡村旅游产业态势总体呈上升趋势发展,但是小镇旅游的发展方式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 

3.1走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 

将“八公山豆腐”这一 IP与旅游企业文化融合起来,企业作为乡村旅游建设的领跑者,应当树立起“豆腐文化”的鲜明旗帜,

加快转变产业转型升级,将旅游产业作为转型的突破口,降低第一产业在全市乡村经济发展比值中所占的比重,不再一味地追求

游客人数上的增多,而是通过提升乡村旅游环境品质,进而吸引更多的客源,增加企业的可持续收入。加强各景点之间联动性,优

化整合各区域的优势,致力于将“豆腐、文化、旅游、产业、休闲”五大特色产业目标融为一体,进一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3.2科技兴旅,与时代的发展接轨 

淮南乡村旅游应当加大科技投入,通过先进的科技敦促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创新旅游观光游览项目,以此吸引大量游客。

同时,引进旅游方面的专业人才,加大旅游人才培养的投入,提高旅游的专业性和旅游的服务质量。,在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推

广自媒体等网络科技手段的运用,网络云端的科学技术手段越来越成为旅游业宣传推广关注的焦点,手机旅游 APP软件的开发,可

以将最全面最新的旅游信息推送给游客,让游客及时掌握第一手全市乡村旅游的动态,简单明了的乡村旅游发展动态更加吸引游

客的注意力,达到最优的宣传效果。坚持智能化旅游的推广开发,“O2O”电子商务体验馆试运行,将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游客、

居民联系起来,形成乡村旅游从开发运营到消费的产业链,把乡村旅游的宣传推广、旅游消费市场的管理调控、游客的亲身体验

感知反馈、乡村居民的服务辐射范围等方面不断完善,做好在大数据时代下,将乡村旅游的建设打造成全面化、精准化的特色化

旅游。 

3.3加快建立乡村旅游市场的监督管理机制体制 

首先,成立专项督查小组,组织相关监督部门定时定点定量地进行走访调查,把监督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其次,可以在景区

景点处设立意见反馈箱,游客可匿名对旅游景点商家的服务进行投诉或者认可,政府将按月或者按季度收集,进行数据资料整理。

对意见反馈中信誉良好的商家可以发放专项奖励资金,相对将反馈中存在不合格的商家依法进行整治甚至取缔,从而净化乡村旅

游环境。最后,各区域的上级领导班子更要加强学习借鉴全国各地乡村旅游发展成功的案例经验,进行实地考察,组织开展各个部

门之间进行学习心得的相互交流,共同致力于淮南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建设,为乡村旅游品牌的推广打下坚实的基础。 

3.4加强宣传营销,打造“豆腐文化”品牌 

旅游产业存在淡旺季的特点,处于旅游淡季的时候,可适当多增加一些乡村旅游的广告投入,为乡村旅游树立吸睛的形象,从

而到达抓住客户眼球的目的,与此同时还能为旺季的到来打下宣传基础;当处于旅游旺季的时候,加强与省内外旅行社的合作,主

动提供旅游优惠政策,推出精品旅游路线规划,利用科技手段和网络平台来获取的更大的关注度。再有就是制作相关乡村旅游的

宣传画册,以图文并茂的生动形象来向全国各地的游客进行乡村旅游相关的项目介绍。企业、政府联合开展以“豆腐文化”为主

题的相关旅游项目,积极对外展示具有淮南特色的豆腐商品,如豆腐文化节、豆腐生产加工工厂的参观游览活动、豆制工艺品制

作展示会、豆腐美食街的建设等等。着力构建“全域旅游”的大格局,全面提升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把淮南市乡村旅游打

造成全国重要的“豆腐文化”旅游产业基地,着力构建中国“豆腐之乡”的产业文化平台,完善豆制品的生产加工营销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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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积极鼓励并扶持小微企业的建业创业,吹响淮南地区文化旅游最响亮的号角。 

3.5积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淮南市历史悠久,道路建设延续以往的规划发展,导致部分乡村道路建设环境较差,旅游交通闭塞,进而影响游客观光旅游的

体验。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做好交通建设规划,编写科学合理的交通运行体制,加大资金投入,不断完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旅

游企业应当自觉做好配合工作,在合理的范围内开展旅游文化活;城乡居民作为乡村旅游主体,应当从自身做起,车辆按规定停放,

自觉做到不超载、不占道,共同维护公路环境,全力配合管理部门进行交通整治。 

3.6将乡村旅游的保护和开发同时进行 

淮南的“煤炭产业”远近闻名,长时间大量无节制地开采,对淮南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必须及时地进行进行生

态环境修复,对因煤炭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污染,运用科技手段进行处理。一方面,在着力推广“豆腐文化”产业链的同时,更加

坚持绿色旅游、生态旅游、休闲旅游的环保理念,打造属于淮南乡村旅游自身的特色品牌。另一方面,利用好“八公山豆腐”的

特色优势,传承和保护优秀的历史文化,从而获得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利益。 

4 总结 

如何利用好豆腐 IP进行淮南市乡村旅游的规划发展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从实

际出发,兼顾城市与乡村居民的共同利益,重视乡村旅游发展的特殊性和局部性,打造属于淮南市乡村旅游的特色品牌,积极主动

地与时代发展的道路接轨,把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方面。政府、旅游企业、乡村居民以及游客各尽其职,

共同致力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实现旅游资源共建共享、旅游产业转型融合贡献自身的力量。最后,利用好“八公山豆

腐”这一金字招牌,将“豆腐旅游”推广走向更高更远的舞台,使乡村旅游成为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支撑,最终实现乡村和城市的资源互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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