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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蚌埠文化旅游资源的管理与研究 

——以蚌埠固镇垓下古战场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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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旅游业迎来发展的繁荣时期。传统旅游资源已不足以满足旅游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显得尤其重要。如何合理利用文化旅游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不仅要立

足当下，结合经济新常态大背景，借鉴成功经验，还要展望未来，坚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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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是近些年来才逐渐流行的一个名词，它的出现与旅游市场需求的转变具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国内各学者对文化旅

游的理解，文化旅游是一种在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满足游客对文化需求的旅游类型。文化旅游是旅游者为实现特殊文化感受而进

行的移动，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通过观察、感受、体验异地文化，从而得到全方位的精神文化享受。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组成

部分，旅游是文化表达内涵的媒介。文化和旅游之间存在和谐的依赖关系，是文化旅游业可以深度发展的理论基础。开发利用

过程中如果方法得当，将会给当地旅游业甚至整个区域经济带来一个巨大的飞跃，但如果利用过程中不注重其出现的问题，任

其发展，很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蚌埠又被称为“珠城”，是淮河文化发祥地，素有“文化摇篮”之称，文化旅游资源丰富。针对其自身丰富的人文资源和

自然资源，蚌埠市开创了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新尝试，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县城，固镇县在其文化旅游资源摸索的过程

中，以身试水，身先士卒。本文以垓下古战场为例，对文化产业融合区域经济的创新发展模式、以及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和对应措施进行探索，从理论的角度为蚌埠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1 垓下古战场开发现状 

濠城史称“垓下”，在公元前 202 年，楚汉相争于垓下，刘邦一举推翻项羽楚政权。此次战役规模空前，在中国战争史上

具有深远影响。濠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广为流传的有“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霸王别姬”等，均被翻拍为脍炙人口

的影视作品。蚌埠垓下古战场遗址，俗称霸王遗址，现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以及利用好垓下古战场遗址，确

保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散发余热。垓下遗址开发项目作为安徽省历史文化重点项目之一，于 2008年初由新西兰 RTC公司负

责规划发展。如今垓下旅游区分为三大块,分别为“保护区”、“缓冲区”和“开发区”。“保护区”为古战场遗址，主要有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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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楼和纪念碑；“缓冲区”则为霸王街、虞姬墓和汉王街等旅游景点；“开发区”建有垓下博物馆、虞姬湾水上乐园以及绿

色食品生产基地。三大区重点展示了垓下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传播了当地的传统文化理念。 

固镇旅游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且固镇县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垓下古战场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由于政府的部分政

策落实不够到位，垓下古战场旅游资源的开发缺少相应配套法律法规，直接导致区域内文化旅游资源的招商引资难度大,对区域

旅游业的开发与发展形成较大阻碍。 

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将居民从以前以温饱为主的消费方式，逐渐向以休闲娱乐为主的方向转变，

旅游业发展更要注重六大旅游要素的建设。濠城镇作为蚌埠市文化旅游重点景区，首先，景区内部道路不够畅通，景区和景区

之间的交通联系不够便捷，使得整体水平大打折扣；其次，缺少大型优质酒店，没办法满足在游览高峰时期的住宿需求；另外，

不够完善的区域规划，目前的整体规划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旅游市场，没有考虑到景区特色美食以及商品的售卖，

制约了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的提升；最后，景区内部屈指可数的文化乐园，缺乏主题性娱乐基础设施以及特色鲜明的旅游景点，

大大降低了景区的趣味性。 

2 蚌埠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问题分析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投资方的投资资金在景区建设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蚌埠市作为国内的三四线小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并不高。而根据 2016 年蚌埠市经济指标情况来看，固镇县虽然 GDP 高效率在市内达到 9%,但是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

发布的 61县（市）2016年 GDP总值排名仅仅在 24名，其人均 GDP大概只有 20000—30000元。据估计本次古战场重建总投资大

约 2亿元，然而位于山东省兖州的兴隆文化园总投资则高达 32亿，二者之间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资金的缺乏导致景区内乃至整个固镇县的基础设施落后，基本条件跟不上景区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交

通道路运输建设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敲门砖，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的利刃。迄今为止，固镇县境内仅有一条

省道，没有国道，农村道路建设一直在完善中，但还做不到水泥路覆盖。道路设施不完善，既会降低游客对观光景区的整体好

感度，对投资方也无法带来吸引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交通不便利会极地大制约地区经济发展，而经济的落后必然对各方面

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最后，旅游六要素分别为“吃”“住”“行”“游”“购”“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渡代表经济发展的过程反映。传

统旅游业注重前三个要素，而作为新兴旅游——文化旅游则不仅应该沿袭发展传统旅游业，更要着重突出后三个方面在旅游中

的作用发挥。民以食为天，“吃”必然是旅游中首要的。对游客来说，吃好了方可尽兴游玩，对景区管理者来说，在这一环节

中更应该注意到特色美食和特产的推销和宣传，从而形成景区的特色。人的一生中大约半数时间都要用来睡觉，一般旅游者不

会只花一天的时间进行游玩，加上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旅游者们对于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为止，固镇县的高档宾

馆酒店屈指可数，且当地对于旅馆缺乏管理，各小旅馆里面小纸片横行，令来往的游客们苦不堪言，这也算是导致当地旅游客

流量散失的原因之一。交通自不必说，作为旅游的核心，“游”才是重中之重。游客对于景区一般是陌生的，初来乍到，安全

性也无法保证，而旅行社则完美地解决这部分难题。不可否认旅行社对于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导游在旅行途中，既可

以保证游客的安全，还可以重点推荐特色景点，促进景区内餐饮业和酒店等旅游业的发展。“购”和“娱”相辅相成，购物本

就是一场心灵上的娱乐体验。自阿里巴巴公司的成立到成功跻身世界前十强，“购”全程体现了其重要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购”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活动，在购买的过程中，带来物品所有权的更迭，对旅游业来说，特色的商品既能够吸引更多

的游客，还能够传播当地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购”会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 

3 蚌埠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建议 

第一，垓下古战场旅游景区的开发，要在借鉴其余国内文化旅游案例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根据自身文化特色，开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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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产品，加深文化认同感。濠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可以围绕经典文化典故和历史遗迹进行，如“霸王别姬”和“十面埋

伏”，可结合影像材料或影视作品，向旅游者展示相关的考古发现，通过讲述历史性事件，重点突出垓下古战场景区的文化底

蕴，加强文化熏陶力，有效地向公众宣传蚌埠周边众多悠久的人文历史文化，提高旅游者对景点的认识度。宣传营销作为首要

任务，过程中应该注意把握好度，过度宣传，会影响公众社会秩序，则有可能造成反作用，这是应当避免的。 

第二，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要强调文化创新的重要性，虽然濠城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条件较差，但是，如果在当地对

景区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可以将弊端转化为特色，例如将窄路弯道开发为特色景点，为游客提供自行车或小型游览车等代步

工具，如此，就可以丰富旅游项目，在实际行动上贯彻落实低碳绿色可持续的开发理念。 

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种类型开发模式的管理体制。在景区内完善相应的配套设施时，应该尽量使用清洁能源，

合理排放污染物。在发展的同时，通过检疫反馈，减少重开发、轻管理，避免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保护的基础上为蚌埠 

文化旅游拓展空间。通过对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力口快旅游业发展的组织领导、基础建设、产业发展、宣传促

销、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第四，单靠某个地区在旅游资源上的开发，并不能够有效地形成规模效应，因此，区域合作是区域整体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蚌埠垓下古战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应该特别注重旅游产业的集聚效应。通过紧密的区域合作，对现有的旅游资源和旅游

产品进行层次开发，提升蚌埠旅游档次，为蚌埠文化旅游打造一个平台，多样化的旅游产品供给，也给消费者提供了一定的选

择权，以旅游景区为核心，延长文化旅游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 

4结语 

通过对蚌埠垓下古战场的开发和研究，有利于突出蚌埠地区的文化旅游特色，彰显出蚌埠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培养核心

旅游竞争力。在蚌埠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树立具有“皖北特色”的城市形象，提高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通

过文化旅游反哺区域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新的格局；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必将带

动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在当今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强调转方向、调结构、促升级，在大趋势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将文

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互相结合，从而达到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蚌埠市作为“皖北经济城市带”的重要一员，应该注意立足脚下，把握机会，大力发展新型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当地传统

旅游业的升级，加快蚌埠旅游产业的转型。与此同时，应该高瞻远瞩，取长补短，利用自身厚重的文化底蕴，带动当地旅游业

的发展，形成具有皖北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新格局，从而促成传统文化和区域经济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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