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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宜春文旅产业发展现状、短板及对策 

杨春柏
1
 

（宜春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摘 要】：宜春是具有 2200年的历史古城，文化底蕴深厚,山水优美，充满活力的春城。近年来，宜春正打造

“观光休闲胜地”和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对宜春文旅产业发展回顾、取得成绩，以及现状的分析的基础上，对新

阶段宜春市文旅产业结构升级、品牌建设、文旅规模企业创建等方面短板以及疫情后宜春文旅产业面临困境进行分

析，为宜春市文旅产业发展、政策创新顶层设计等方面展开论述，为宜春市文旅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关键词】：文旅产业 短板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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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古称袁州，位于江西省西北部，宜春城是江西境内保存最完好、建城历史最久远的三个古城之一，南昌、九江、宜春

同时建县。据《禹贡》记载西、夏、周时期属扬州。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属吴，吴亡属越，越亡属楚。秦二十六年（前 211 年）

分属九江郡。前 201 年西汉将军灌婴筑城为宜春县治，自此开创了宜春城 2200 多年的历史。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堂

邑侯陈婴奉命来此筑城立治，因“城侧有泉，莹媚如春，饮之宜人”，故名宜春。唐初四杰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其人、其事、其物均典出宜春；唐代韩愈写下了“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的诗句；宋代理学家朱熹发

出了“我行宜春野，四顾多奇山”的感叹。宜春于 2004年举办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农民运动会、2009央视中秋晚会以及一

年一度月亮文化节，享有“月亮之都”“亚洲锂都”之称，先后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宜居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

家森林城市等称号。宜春历来文化昌盛、旅游资源丰富。 

1 宜春市文旅产业的发展回顾 

1.1起步阶段（2001年-2003年） 

2001年，宜春市的旅游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十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为推动宜春市的发展，大力开展“项目年”活动，

对宜春旅游的发展进行重点规划，将明月山申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列为首要工作。这一计划的出台奠定了宜春旅游的发展。2002

年，为加快旅游的发展，宜春市开始全面落实《宜春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提出重点地对明月山、阁皂山等景区进行开发与

建设，同时对景区内的配套设施升级改造，重点开发建设明月山、阁皂山、天柱峰、三爪仑等景区，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提高

景区的宣传力度，扩大知名度以此拓宽宜春市的旅游客源市场。2003年，靖安的三爪仑森林公园被评为 3A级旅游景区。 

1.2上升阶段（2004年-2007年） 

2004年宜春旅游进入“升温”阶段，迈向发展的步伐，这一年宜春创造了 13.6亿元的旅游收入，比 2003年增长 3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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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提出了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据宜春市旅游部门公布数据显示,全年创造旅游收入共 19.19

亿元，比 2004 年增长 41%，成为了本市服务行业的产业支柱。2006 年旅游发展提速，创造旅游总收入达 22.65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17.8%，成功举办了明月山森林温泉旅游节。在 2007年时，宜春的三个旅游景点被列入国家 4A及旅游风景区，分别为明

月山风景名胜区、明月山天沐温泉度假村以及三爪仑国家示范森林公园。 

1.3成熟阶段（2008—2014年） 

2008 年，宜春文旅产业发展开始步入成熟期，尤其是文化和旅游的结合，让旅游有更深层次的发展。期间，陆续完成了对

月亮湖、天工开物园、月亮文化景点等一些项目的建设，还开启了明月山山顶梦月山庄酒店的工程，开通了从上海到宜春的旅

游专列以及香港、韩国、日本游客到宜春进行的关于禅文化的旅游活动。全年接待了 62万人次的旅游人员，比 2009年增长 24%，

创造了 3.8 亿元的旅游收入，是宜春旅游发展的一个跨越性的时刻。2009 年宜春市文旅发展继续“升温”，仅明月山景区就累

计接待游客 75 万人次，比 2008 年增长 25%。2010 年宜春旅游发展计划由“升温”改为“升级”，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800 万人

次，比 2009 年增长 24%，着力推进旅游消费的增长，打响“月亮之都”的称号 2014年，宜春接待游客 2823.5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达到 214亿元。这一年宜春也开始计划申报明月山列为 5A级景区。宜春文旅产业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 

1.4稳步发展阶段（2015—2019年） 

2015 年以后，宜春文旅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2015 年宜春接待游客累计 3868.42 万人次，比 2014 年增

长 28.9%，创造旅游收入 300.81 亿元。在这一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明月山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突破了赣西国家 5A级景

区为零的局面。2016年宜春市的旅游业日趋活跃。全年共计接待游客 5298.7万人次，比上一年增长增长 37%，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431.4亿元。2017年，共计接待游客 7196.9万人次，创造了 611.3亿元的旅游总收入。2018年，全市接待游客 9004.1万人

次，比 2017年增长 25.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05.13亿元，成功建成并运营明月千古情景区，宜春市的旅游发展正在稳步推进。

2019 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10683.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66%;旅游综合收入 1016.27 亿元，同比增长 26.22%。2019 年成功承

办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全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以及第十三届月亮文化旅游节。成功创建宋城明月千古情景区、万载

古城景区、宜春花博园景区、铜鼓天柱峰景区、宜阳新区蜂窝农场景区、靖安中华传统文化园、丰城爱情花卉小镇等 7 家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成为历年来江西省各设区市一次性创建 4A级景区数量最多的一次。 

2 宜春市文旅产业发展现状 

经过近 20年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旅游业通过文化元素的挖掘，使得宜春文旅产业的到迅猛发展，宜春文旅

产业发展取得骄人的成绩。明月山 5A景区、明月千古情、温泉文化、禅宗文化、月亮文化，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旅

游产品具有文化品味，特色文化旅游品牌更具吸引力，宜春市旅游业发展更上一个层次；同时利用有效的营销手段进行宣传，

宜春市旅游品牌效应也不断增强，推动了宜春市文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宜春文旅产业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宜春市文旅产业发展迅猛。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文旅产业成长为宜春市第三产业的支柱，接待游客

数大幅提升，旅游接待能力不断增强、旅游收入逐年攀升；二是文旅产业发展定位明晰。宜春市各级政府、文广新旅局等管理

部门对宜春市文旅产业的发展定位逐步清晰，即以宜春的优美自然资源和月亮文化、禅宗文化资源开发为基础，尤其近三年来，

政府更加重视宜春城 2200多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城重建，古城文化、温泉（康养）文化、禅宗文化和月亮文化逐渐与旅游业深

入结合，从而推动了宜春市文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三是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旅游基础设

施、旅游景点景区和旅游项目建设均取得较大发展，旅游公共服务能力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每年举办的月亮文化节，使得宜

春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逐年攀升，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3 宜春市文旅产业发展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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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宜春文旅产业知名度、美誉度的不断提升，全市文旅产业快速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短板也不断呈现。尤其是 2020年疫

情以来，全市文旅产业受到疫情影响首当其中，国内目前虽已复工复产，2020年国庆 8天黄金周，尽管宜春文旅产业恢复较快，

并取得不俗的表现，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秋冬季节疫情的防控力度可能升级，国外疫情防控不力的影响，均给宜春文旅业

的发展带来挑战。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新阶段新形势下，宜春文旅产业面临一些新问题，快速发展得同时，一些短板也不断显

现： 

3.1区域发展不均衡，发展方式亟待优化 

市本级文旅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下辖县市的文旅产业却未能同时快速发展，早期制定的旅游业规划已明显需要调整，同时

发展方式也需改变。第一、整体规划有待调整。早期制定的旅游规划在发展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时代发展，必须及时制

定新的全市综合性发展规划，早期旅游开发大多是以行业性规划为主，行业规划、文旅策划和产品开发的要求都不是很高，受

制于资金的投入，致使不少传统观光型景区的品位、文化底蕴均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掘。第二、区域文旅发展不平衡。当前区域

旅游未能均衡发展，整体上明月山景区、温汤温泉较热，中心城区极少有游客极光顾，很多外地游客都是直奔明月山和温汤去，

在城区根本没驻足过，没有发挥出城市旅游的带头大哥带动作用，作为具有 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城市旅游目的地居然尚

未形成。丰城市、樟树市自然资源不俗、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却没有得到体现，其他县区仅宜丰、铜鼓县有所突破。佛教史上划

时代意义的“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分别发生在靖安县、奉新县，百丈禅寺，迄今已有 1200多年历史，却没有凸显应有的

地位，奉新县、靖安县的文旅业均有待发展，各县市尽管文旅资源丰富，但基本上处于旅游发展初级和低级阶段。第三、文旅

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目前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基本上注重高投入、重资产，景区收入也主要是依赖门票，在文化和休闲方面的

收入较少，文化和旅游产业链有待拓展，文旅衍生产品开发不力，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度不高，文旅企业未能规模化发展，

尚不具备核心竞争力。 

3.2缺乏规模文旅企业，产品开发层次有待加强 

一是规模化文旅企业发展薄弱，缺乏龙头带动效应，制约了文旅产业链的深度发展。宜春市全市涉旅影响较大的有宜春旅

游集团、明月山旅游集团、江西好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旅游企业，均是本土企业，无一家本土涉旅的上市企业，尚无资料显

示全市有收入过 10亿元的旅游企业，尚无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旅游集团，更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旅独角兽企业，国内年营

收过 100亿的旅游独角兽企业在宜春市无落地项目。文旅航母集团的缺失，缺乏龙头带动效应，制约了文旅产业链的深度发展。

二是缺乏知名精品旅游项目。目前，宜春市旅游景区众多，现有 4A级景区 20家,5A级景区仅 1家。除明月山旅游景区外，精品

景区、蜚声中外的旅游景区、特色鲜明的旅游大项目的供给不足，文旅的产品吸引力也不强，缺乏标志性龙头大项目。三是文

旅产品开发层次仍处于低级。旅游产品太过单一，缺乏与文化的有效结合，目前还是以观光型产品为主，全市除温汤温泉能留

住一些外地老人外，缺少如凤凰、丽江等吸引文艺青年的度假和定居的休闲文旅产品，能让游客留下来的项目不多。同时，文

旅产品品质不高，一次性游客居多，缺乏文化留人，在宜春的逗留时间很短，仅能满足于游客对于旅游的快餐式消费，很难让

游客流连忘返，对于游客所期望的高品质享受、逐梦和追寻文人情怀的旅游产品缺乏。禅宗文化尽管政府正在大力挖掘，但其

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有待时日。 

3.3文旅品牌建设乏力，文化元素不强 

一是具有超强领导力的文旅形象品牌尚未形成。全市除明月山和温汤在周边省份有一定的品牌形象，其他能让全国大众印

象深刻的品牌形象几乎缺失。“爱我就带我去明月山”缺乏文化感人的力量，不具备品牌领导力。二是文化元素不强。相比杭

州西湖，杭州不仅是一个人一生必须去一次的地方，而是多次回味、追寻中国文人情怀的地方。宜春旅游的文化元素客观上不

可能达到杭州西湖的层次，但是宜春古城 2200年的历史，文化元素可待挖掘的仍有不小空间，尤其是古城文旅、禅宗文化研修

等方面，如何让游客留下、如何产业化、规模化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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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疫情持续影响文旅产业 

因新冠疫情影响，宜春市文旅行业受到较大影响。一季度旅游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都大幅下降。严控游客流量、防范

聚集风险发生，政府为应对疫情影响推出了促进文旅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扶，但对于文旅企业经营压力仍然不可承受，尤其是秋

冬季节来临和国外疫情的防控不力，都可能导致疫情防控再度升级，文旅业彻底复苏或将经历一场“持久战”。 

4 宜春市文旅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与游客达成视觉、情感和心灵的交流、体验，挖掘旅游和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内在联系，在

区域布局产业规划、培育规模文旅企业集团、加强文旅产品开发、品牌建设和挖掘文化元素等诸多方面相互融合，做大、做强

宜春市文旅产业。针对宜春市文旅产业快速发展背后一直存在的短板问题，促进宜春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做好以

下几方面。 

4.1加强产业规划，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 

为促进宜春市文旅产业的持续发展，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必由之路，应做好以下三方面：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聘请国际知名的文旅项目设计专家团队，将文化旅游、古城文化传承、禅宗文化研修与文物保护、

生态环境整治、秀美乡村建设、产业规划等统筹结合，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智慧城市等各类规划进

行统筹，制定《宜春市文旅产业长期发展规划》，一张蓝图画到底，以此推动宜春文旅产业持续协调发展。第二、促进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勇于创新搞好以文促旅、以旅哺文相结合的文章，创建月亮文化旅游、禅宗文化研学旅游、古城文化旅游、

休闲度假游以及秀美乡村游等深度融合的旅游产品体系，丰富文旅产业新形式，完善乡村文旅特色新业态。与教、体、卫健等

部门通力合作，挖掘韩愈、朱熹等文人在宜春的文学价值，创建儒家文化研、学、修基地、禅宗研修基地以及温泉旅游示范基

地、中医药康养基地、和省级古城文化旅游基地等。在 5A级景区、中医药康养基地、儒家文化研修基地和禅修基地的引领下，

把宜春市塑造为养生、研修、追寻文人足迹的城市旅游目的地。第三、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整合各县区旅游资源，各县区按照

自身的资源特点，确定各自发展主题，以城市旅游、景区旅游、工业旅游、乡村旅游等为重点，整合文旅资源，重点发展文旅

项目，避免资源重复建设和浪费。 

4.2培育骨干旅游集团，引导产业链延伸，加快创建古城文旅项目 

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第一、培育一批本地文旅集团企业。重点支持宜春旅游集团、明月山旅游集团等旅游企业，通过外

联品牌输出和资源整合等多种形式做强本土企业集团。宜春市力争 3 年内培育 2 家上市旅游企业，3 至 5 年培育 1 家年营收超

100亿的旅游企业，在 2020-2022年期间，各县市区培育 1～2家年营收 5000万元以上的旅游企业。第二、通过文旅航母集团的

龙头带动效应，引导文旅产业链延伸，进一步增强产业聚集能力。推动新的 5A 级景区创建，在 5A 级景区带动下，形成多种旅

游功能聚集、全产业要素的文化旅游聚集区，丰富文化体验活动。增强文化旅游吸引力，让游客留得住。推动营销上升级，构

建省际及省内区域合作营销网络平台，推进宜春市智慧旅游示范工程建设，推进自驾游服务站、乡村酒店、明月山房车俱乐部

的标准化、特色化建设，不断丰富营销手段。精心打造《乐游大月都》电视文旅栏目，做好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带动相关

产业的发展。第三、加快创建古城文旅项目。宜春市古城文旅项目是城市游的目的地，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创建古城

文化主题景区项目，打造“主体公园+旅游演艺+文化+体育”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形成宜春市古城城市旅游主题，以此推动城市

旅游和宜春市全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依托恢复建设韩愈、朱熹故居，打造两条主题街区：一是以书法文化体验和古

玩字画等珍奇艺术品展示交易街区，打造一条融合书法绘画体验、书画学习以及书画工作室等功能齐全的书画赏玩主题街区；

二是结合旅游购物、休闲娱乐、文化创意、风情演绎和餐饮美食等综合多功能多业态，打造一条休闲购物娱乐主题街区。鼓楼

步行街尽管人气较旺，但是脏乱差，只适合本地小年轻吃个路边地摊，不适合外来游客休闲购物，与现代休闲购物娱乐主题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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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差距甚远。 

4.3加强文旅品牌建设，渗入文化元素 

宜春的旅游资源丰富，对于稍远的外地人知道的不多，宜春的生态环境极佳，甚至不少游客不知道天沐温泉和明月山在宜

春，改变以往只重视宣传明月山而忽视宜春的宣传策略，多渠道营销宜春城市文旅形象，深挖文化底蕴，通过文化感人，比如

“禅境月韵，休闲宜春”的宜春形象可以下更大的功夫打造。加强品牌建设，通过举办主题文旅活动，如月亮文化节、世界禅

学大会、世界温泉（康养）研修大会等，提升宜春文旅品牌在国内外知名度美誉度，让海内外更多的游客认识宜春，了解宜春，

喜欢宜春，将宜春作为旅游休闲度假的目的地，文艺青年向往的城市。 

旅游服务和文旅产品的设计以消费者为导向，体现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和精神体验的特点，注重文化内涵。使古城文化、

温泉（康养）文化、禅宗文化和月亮文化渗入到宜春的文旅品牌建设。 

4.4创新旅游产品，提高游客消费体验 

目前宜春的旅游资源主要以山、禅宗文化和温泉组成，但目前宜春旅游产品缺乏特色性,吸引力不强，产品类型比较单一，

依然属于传统型的观光旅游方式，开发层次不够导致其缺乏竞争力。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游客对旅游不再只是

简单地“到此一游”，对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愈来愈强，而来宜春旅游的游客往往只在门票上消费，当前的旅游产品难以吸引

游客，显示出宜春亟待开发出新的旅游产品，满足游客的同时也促进旅游消费。 

发展温泉康养产品，温汤富硒温泉可饮可用，并且具有显著的防癌抗癌的作用，在发展温汤温泉泡澡泡脚的文化习俗时,进

一步扩大富硒温泉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开发中药类旅游产品。而宜春樟树自古就有“药都”之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宜春可以利用这一资源，让中医药与旅游

相结合，创造旅游新模式。温汤的月之泉项目已引入同济医疗机构，可以继续加大此方面的开发与引进，在樟树市可以大力发

展此类项目。让的游客体验中医诊疗这一项目，同时参观中医药种植基地，亲身感受、观看、体验中药材种植。还能将这些中

药材制成保健品、药膳、化妆品等旅游产品作为衍生产品。 

4.5创设个性化、多样化旅行项目，留住游客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文旅产业持续低位运行。需要深挖宜春市文旅产业潜能，把古城文化、月亮文化、休闲养生文化、

禅宗文化转化成发展动力。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以乡村休闲旅游优化提升和禅宗研学旅游整合推进为支撑，增加个性化

旅游精品供给。设计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出游方式。 

发展私人定制旅游。以游客为主导，根据宜春的特色旅游景点，从服务、路线和出游方式进行旅游活动的设计，为游客量

身打造一个出行计划，提供一对一服务。私人订制游一般属于高端旅游，花费较大，但能提升游客的体验感，让游客享受更为

舒适的旅行过程，如企业高级白领的传统文化体验私人订制班。 

发展研学游。自古有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宜春向来就有“禅宗圣地”之称，可见禅宗文化内涵深厚。可以将禅

宗文化深入发掘，对游客开展禅宗文化教育，既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能让游客寓教于乐，一举两得。 

发展家庭游。面对二胎放开的家庭游发展空间和潜力，可以为他们量身设计一条旅游路线，比如将明月山、温泉（康养）、

禅宗文化和宜春古城巧妙结合在一起，游客可以上午登明月山锻炼身体，下山之后逛古井泉街，晚上在温汤泡温泉，第二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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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全家去参观禅博园，体验宜春历史悠久的禅宗文化，体验身心放松的感觉，下午游宜春古城，逛古城主题公园、韩愈、朱熹

故居，晚上看古城文创演绎或逛主题街区。 

温泉疗养、月亮文化、禅宗文化和古城文化体验合而为一，相互促进，使游客留得住、玩得好，尤其是文艺青年向往的目

的地，爱一人择一城终老，必将推动宜春文旅产业持续走向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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