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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视域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探索—— 

以淮北市临涣镇为例
1 

陈小芳 邓福康 

（宿州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古镇旅游是当前旅游产业开发的热点，临涣古镇因其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遗存享有“安徽省历史

文化名镇”“安徽省特色景观旅游乡镇”以及“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称号。本文对临涣古镇旅游资源进行梳

理与归纳，提出旅游开发中的保护问题与开发原则，进一步探索临涣古镇旅游开发对策，以供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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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镇“旅游热”“申遗热”的升温，古镇旅游逐渐受到游客青睐。临涣古镇位于安徽省北部，与河南永城、江苏徐州

相邻，拥有众多具备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应该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 

一、乡村旅游视域下的临涣古镇 

旅游资源调研 

（一）非物质文化、历史文化遗产与文化名人资源 

4000 余年的历史文化造就出临涣古镇特有的民风民俗，成为该地旅游开发中不可多得的特色资源。临涣古镇非物质文化资

源十分丰富，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淮北花鼓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项（泥塑、酱培包瓜制作工艺、淮北大

鼓）、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项（如临涣城夜转亳州的故事、临涣茶馆、南派唢呐等）。除已列级非物质文化资源外还有大量

未列级非物质文化资源，如表 1所示。 

临涣古镇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不仅是安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淮海经济区的淮海名镇，长期历史积淀遗留下众多古

建筑与历史遗迹司。例如,春秋古城墙遗址、临涣明清老街、文昌宫等（如表 2所示）。特别是坐落在文昌宫的淮海战役总前委

旧址，蕴含着深厚的革命情怀与教育价值,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除此之外，临涣古镇自古人杰地灵,涌现出如蹇叔、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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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等优秀的政治家、文学家,造就出临涣古镇异彩纷呈的历史文化空间。 

表 1临涣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列级与未列级） 

种类 细分类型 名称 

地方民俗 

饮食文化 酱培包瓜、豆腐香乳、油酥烧饼 

茶馆文化 “棒棒茶”节 

传统习俗 “剪鸭尾”（市级、“留满发”（市级） 

美术技艺 
传统技艺 酱培包瓜制作传统工艺（省级） 

传统美术 泥塑（省级） 

舞蹈戏剧 

舞蹈艺术 
狮子舞、大头舞、高跷、花车舞、花棍舞、独杆舞、赶毛驴、骑竹马、滑旱船 

戏剧艺术 
淮北花戏鼓（国家级）、梆子戏、泗州戏、坠子戏（市级） 

音乐艺术 南派顷呐（市级）、丝弦、淮北大鼓（省级） 

 

表 2临涣古镇历史文化遗产资源 

序号 名称 年代 备注 

1 春秋古城墙遗址 春秋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观星台遗址 商周至汉代  

3 黄土岗遗址 新石器时期遗  

4 临涣明清老街 明清  

5 山西会馆 明代  

6 袁氏宅院 清代  

7 文昌宫 唐代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 香山庙 明代 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 城隍庙 清代 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表 3临涣古镇历史文化名人资源 

序号 人名 年代 生平 

1 蹇叔 周 政治家、军事家 

2 徐防 东汉 政治家 

3 嵇康 三国 文学家 

4 嵇含 西晋 文学家 

5 戴逵 东晋 音乐家、艺术家 

6 桓伊 东晋 政治家、军事家 

 

（二）临涣古镇旅游开发背景 

1.宏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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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安徽省已初步建立皖东、皖西、皖南、皖北、皖中与皖西南基本旅游格局，而作为皖北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临涣

古镇对皖北旅游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在安徽省推出的重要旅游线一“决战淮海之旅”中扮演重要角色[2]。同时,2018 年将“临

涣古镇的保护与开发”纳入淮北市重点建设项目，为临涣古镇的开发创造良好契机。 

2.地理区位 

在旅游开发视角下，地理区位指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的位置关系，对于旅游目的地的门槛游客数量具有决定作用。临

涣古镇位于滩溪县西南,与淮北市相距 50km,与河南省永城市相距 40km,与江苏省徐州市相距 100km,具备建立周边旅游客源市场

的地理区位优势。 

3.交通区位 

在旅游开发视角下，交通区位指旅游客源地到目的地的交通便利性、可到达程度以及路程时间长短等。与地理区位相比，

交通区位对临涣古镇旅游开发的影响更为直接。目前，淮北市是省内离淮海经济区最近的城市，也是省内离出海口最近的城市，

滩溪县境以铺设公路超过 600km,连霍高速、合徐高速在此处交叉。临涣古镇距从滩溪县城仅 35km,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有利于

该地旅游开发。 

二、乡村旅游视域下的临涣镇旅游 

开发原则 

（一）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核心，作为指导各乡村、各地市、各行各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原则“以

人为本”已经得到广泛提倡[3]。在临涣镇旅游开发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就是在该地区旅游规划、资源利用等方面统筹兼

顾该地居民与外地游客的诉求与利益，从人民的基本意愿出发进行旅游开发与古镇保护，从而促进临涣镇和谐发展。 

（二）市场导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导向是当前经济发展与行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临涣古镇旅游产业的开发与旅游产品的设计应依据

客源市场的消费现状与需求来最终确定旅游开发的规模、层次、主题等。因此，在临涣古镇旅游开发过程中应坚持市场导向原

则，对淮北市以及临涣古镇周围旅游资源与客源市场进行详细的调查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从而使临

涣古镇旅游开发与游客动态化的消费需求相适应。 

（三）政府主导 

古镇旅游市场的开发与其他地区不同，在开发的各个环节中应牢牢坚持政府主导原则[4]。在对临涣古镇进行旅游开发过程中，

应成立专门化的旅游开发领导小组，积极调动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多方力量共同进行开发与建设工作。同时，积极吸纳外

资、强化市场管理，在资本运营过程中，相关政府应当注意强化各部门的监督与管理职能，对古镇的旅游市场进行统一规划、

有效管理。 

（四）文化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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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是反映临涣古镇文化特质的重要条件，是实现该古镇内在之意与外在之象相互契合的必要因素，也是体现历史文化

物质遗存所传承的精神意义的外在形式。因此,在临涣古镇旅游开发过程中应坚持文化真实性原则，忠实于古镇传统民俗与历史

文化，不能刻意伪造虚假的“原始”与不存在的“习俗”，尽可能地还原真实古城文化，保留古镇文化所蕴含的内在价值，最

大程度地避免该地旅游开发导致的庸俗化与低俗化现象。 

三、旅游开发中的保护问题 

（一）古建筑的保护 

在对临涣古镇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须对古镇内古建筑进行重点保护，避免开发过程中的人为破坏
[5]
。临涣古镇内明清老

街的横向和竖向街道两侧都分布着明清时期的建筑群落,例如袁氏老宅、城隍庙、天主堂、香山庙、慈云庵以及万历三年山西商

人在临涣古镇修建的山西会馆等。因此，须对这类古建筑进行统计与调查，建立电子档案库;并详细调查古镇内古树生存情况，

同时建立古树电子档案库，对一部分古宅、古树进行挂牌保护。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古建筑的开发与保护是临涣古镇旅游产业

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该古镇开发过程中存在居民保护意识缺失的情况，随着古镇知名度的提升，居民纷纷

将自己的房屋迁入繁华的商业区，在迁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古建筑造成损害困。只有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与发展才能

从根本上树立该古镇的品牌形象，打造高质量的历史文化旅游景区。 

（二）古镇内环境的保护 

古镇内的环境是旅游开发的重要条件,古镇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游客的数量与质量，更影响着古镇旅游开发模式。古镇内环

境主要包括硬环境与软环境，即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因此，在古镇旅游开发时，应积极推进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的

协调发展。并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古镇内废水、废物以及生活垃圾逐渐增多，火灾隐患大量存在，而配套的生活垃圾、

污水、废气的处理设备与消防设施难以满足安全需求[7]。因此，临涣古镇的旅游开发应在相关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方面下功夫。 

（三）古镇内居民利益的保护 

当地居民与旅游开发的利益矛盾在每个地区旅游开发过程中都会出现，学者朱佳认为“由于利益主体不同，对于同一个利

益客体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从而造成分歧，甚至冲突。"因此，在古镇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将古镇

居民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秉持可持续发展观念，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护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及时解决居民反映最

集中、最迫切的问题国。通过科学、合理的项目编排与实施实现临涣古镇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旅游视域下的临涣古镇旅游开发对策 

（一）旅游市场开发层面 

1.编制符合临涣古镇特点的发展规划 

临涣古镇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与鲜明的历史特色，编制临涣古镇旅游规划前，应对临涣古镇内的旅游资源进行细致调查。

在调查的过程中注意对临涣古镇历史沿革、古建风格、民风民俗、节庆活动等方面进行细致、深入地考察与整合，突出具有临

涣古镇自身特色的旅游资源，并积极探索古镇内的潜在旅游资源，特别是涉及历史遗存的旅游开发地,须事前设计好相应的保护

方案。 

临涣古镇拥有 4000 余年的历史,先后涌现出大秦名相蹇叔、魏晋名士稽康、江左第一的音乐家桓伊等历史文化名人。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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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现存两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春秋古城墙遗址、唐代文昌宫）与十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如山西会馆、汉代墓群等）。

但是，这些历史遗存尚未受到充分重视与保护。前期制定的“淮北临涣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虽然重视自然景园与人文资源

的同步发展，坚持“先保护,后开发”的原则，但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内容较少，少有涉及临涣古镇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产业发展

的规定问。因此,急需制定新的保护规划与针对旅游开发的发展规划。在规划的制定中，应突出体现古镇的历史性与文化性，坚

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将具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与旅游价值的春秋古城墙、文昌宫、茶馆、淮海战役总前委旧

址纪念馆等列入其中。 

2.率先开发周边客源市场 

当前，临涣古镇的辐射范围只限制于古镇周边客源市场，作为旅游目的地，临涣古镇在国内的知名度较低。因此，在短期

内应定位于周边客源市场，以辐射周边的短程旅游为主，从市内客源市场逐渐过渡致省内客源市场。当前，淮北市旅游资源相

对匮乏，而人口高达 200 多万人，潜在游客市场较为庞大。除淮北市区外，周边的枣庄、徐州、宿州等城市也拥有数量庞大的

游客群体。因此,在临涣古镇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产品设计的初期应以市内和周边城市为主要客源市场，通过树立古镇良好的旅

游形象达到宣传与引导的作用。 

3.协调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 

虽然临涣古镇的开发为古镇内居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但必须将居民吸纳至古镇旅游开发过程之中，才能为居民提供就

业机会，从本质上解决经济问题，实现创收增收。例如，借助发展旅游业之机恢复“老字号”商铺，通过设计与制作旅游纪念

品激发古镇的生机与活力。另外，须时刻提防一部分投机分子打着发展旅游的旗号进行“假古董”“伪文物”交易，同时避免

乱开发现象。并且，由于古镇居民普遍缺乏景区管理与古镇保护相关知识，在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损害古镇建设

与古建筑保护现象回。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居民的文物保护培训与管理经营能力培训，引导居民树立长远发展眼光，从而

实现古镇的可持续发展。 

（二）支持与保障体系层面 

1.政策保障 

临涣古镇旅游开发的政策保障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滩溪县政府应在项目审批、古镇内商铺登记、商品运输、税收等方

面对临涣古镇旅游开发给予相应的政策倾斜与优惠。另一方面,应努力克服阻碍临涣古镇旅游开发的政策因素，大力解决旅游监

管部门缺乏权威性的缺陷。 

2.资金保障 

当前，古镇旅游呈现出“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趋势，临涣古镇旅游开发工作对资金依赖程度较高，受资金严重制约。

必须提升滩溪县、淮北市对该古镇旅游开发的重视程度，广开财路、积极吸引外资。充分展现古镇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

蕴，促使投资者看到未来收益与投资价值。 

3.人才保障 

临涣古镇旅游开发需要大量高水平专业人才，特别是高技能导游人才。古镇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需要通过导游传达给游

客，导游人员须具有扎实的古镇历史知识，深入了解古镇文化精髓。临涣古镇导游人才团队的建设可走“本土化”道路，古镇

可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北市工业学校的旅游管理专业建立合作关系，定向委培旅游专业的技术型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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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进行导游讲解知识与礼仪培训,为古镇义务讲解员培养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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