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北乡村旅游现状分析及发展路径探索

——以陕西省延安市为例

陈思源

摘要：近年来，“全域旅游+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日趋火爆，乡村旅游也顺

应这一趋势越来越成为国人出行旅游的首选。陕北特别是延安市凭借其丰富多

样、内涵丰厚的红色革命文化以及黄土文化，吸引着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游客前

往游玩。伴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政策的实施以及我国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的“推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指示，陕北乡村旅游发展成为陕西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本

文以位于陕北的陕西省延安市的乡村旅游为例，分析延安市乡村旅游的发展优势

及不足之处，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助力延安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村民富裕、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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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服务业的兴起，产业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产业融合

成为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路径。近几年来，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农林种植业

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对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凸显，产业融合发

展受到国家与各地政府的广泛关注。此外，在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背景下，各地乡村旅游建设同经济文化建设一同推进，乡村旅游业也在一步步

转型升级。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回延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与《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政策文件，发展乡村旅游优势十分明显的



陕西省延安市政府更是出台了相应文件，加强了促进乡村旅游建设高质量发展的

力度。而从全国各地的乡村旅游建设来看，许多地区已经开始把文旅融合、品牌

建设以及“农业+”的概念融入乡村旅游产业，以突破乡村旅游发展瓶颈。

二、延安市乡村旅游发展优势

（1）历史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

第一，延安是著名的中华民族圣地，是全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黄帝

部落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留

下了丰富多彩的文物遗迹，比如黄帝陵、龙王辿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群、庐山峁

新石器时代遗址等等。此外，延安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古器，佛教文化遗迹较为富

集，保存了大量古城址，这些都表明延安历史文化深厚。第二，黄河这一“母亲

河”为延安带来了丰富的自然景观与淳朴的民风民俗。著名的黄河景观——中国

第二大瀑布的壶口瀑布，在延安形成“千里黄河一壶收”的气概。还有与众多古代

长城墩台，一起构成了中原的屏障的乾坤湾，向游客展示了黄河安静的一面。此

外，陕北民歌、安塞腰鼓、陕北剪纸、延安窑洞等别样的风土人情与地域特征更

是延安黄土文化丰富的表现，彰显了黄土文化的别样魅力。第三，延安是中国革

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

布局最为完整的城市。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

春秋，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延安精神，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

统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据延安旅游局的统计，延安市地区境内共有革命旧

址 350 多处，仅延安市区就有 130 处以及 168 个点，具有发展红色旅游业的基

础和优势。总而言之，延安之所以能发展成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这与它的历史文

化息息相关。而让延安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必须把保护历史文化、黄河文化、红



色文化作为第一要义，护住乡村旅游发展的命脉。

（2）高原治理保护，坚持绿色发展

延安市位于黄河中游，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曾是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

为严重、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贫困人口多，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十分突出。为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粮食安全、脱贫

攻坚等问题，延安市委、市政府探索实践了“山上退耕还林保生态，山下治沟造

地惠民生”的综合治理模式。经过二十多年的实干，延安森林覆盖率达到 46.35%，

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除此之外，延安属于中温带干旱大陆性

季风气候，而又属西风带，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适合多种水果的生产，宜川柿子、

黄陵大樱桃、延安酸枣、富县苹果等等都是延安的特色水果。延安着力把乡村生

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观光旅游、水果采摘、地质地貌欣赏等方式将“生

态治理”与“乡村旅游”结合在一起，建设了洛川国家黄土高原地质公园、南泥湾湿

地公园等等，寻求到旅游与生态相互结合、共生共赢的新路径，达到了农民脱贫

攻坚、高原山青水绿的良好效果。

（3）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设施完善

延安市距离陕西省生活西安 371 千米，北连榆林，南接关中咸阳、铜川、

渭南三市，东隔黄河与山西临汾、吕梁相望，西邻甘肃庆阳，被誉为“三秦锁钥，

五路襟喉”。在古代有着重要战略地理位置的延安，也曾因为黄土高原的千沟万

壑而阻断了地区间的交流。延安不断顺应地区经济与社会民生发展要求，加快了

高速公路建设，并每年定向实施省市重点公路建设项目，构筑了起以高速公路为

骨架、干线公路为经络、农村公路为血脉的公路交通网络。公路建设让游客出行

更加便利，助力着许多有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丰富却未发掘的地区发展乡村旅游，



改善当地的落后面貌。

三、延安市乡村旅游不足及发展困境

（1）历史文化内涵挖掘不充分

当前，延安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创造了“文化+旅游”的相关产品，如大型歌舞

剧等，得到了游客们的好评。但是风俗习惯、红色革命等文化内涵的挖掘仍然不

充分，这表现在文化与旅游生硬地结合，并未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

统一关系。旅游线路开发得多，但从一个旅游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参观，所宣传的

文化像是“断了层”，毫无联系。旅游景点参观一天下来，并没有感受到丰富的文

化气息，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也少之又少。古村落居民文化、窑洞建筑群落文化、

红色革命文化和许多非物质遗产文化的内涵把握、挖掘、开发和宣传较为浅显，

旅游产品结构单一。

（2）文化旅游参与性和体验性缺乏

延安有许多的红色文化旅游与民俗风情游大多呈展览性的特点，历史文化旧

址主要是历史事件的书面介绍与旧物展示，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容易视觉疲劳，而

且可参观的时间很短，停留在一日观光游阶段，并且看过之后并没有留下许多印

象，缺乏活动性与参与性。有的文旅融合只是简单地将文化产品与旅游产品进行

堆砌、叠加，没有把延安各类文化的深层底蕴与旅游的附加价值深度地结合起来，

除了文化馆、历史革命根据地的展示，许多表演比如安塞腰鼓表演、宝塔山灯光

表演只能是让观众观看，不能身临其境去感受其中的乐趣以及蕴含的历史文化价

值，这让游客的体验感、地区乡村旅游的好感度大打折扣。

（3）品牌建设有待加强，品牌宣传渠道单一

经过几十年发展，国内旅游业发展日益成熟，游客旅游经验更加丰富，对旅



游目的地产品供给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品牌建设成为旅游目的地塑造本地鲜明

旅游特色、在旅游市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手段。延安一些农村地区没能对自身特

有的文化资源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致使该地区品牌形象设计较为单一，特色不

鲜明，这使延安原有的历史文化优势无法在乡村旅游市场的竞争中凸显。有的乡

村想要改进自身建设以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对其他成功案例进行照搬照抄，不

管是否符合地区自身实际；在我浏览、参观延安旅游景点时，延安乡村品牌形象

带给我的视觉冲击并不强，或者品牌形象没有体现出当地文化和精神面貌，品牌

特色不突出，文化底蕴呈现不够。延安乡村旅游推广宣传工作比较单一，宣传范

围虽覆盖全国，但是宣传效果好的地区只是在陕西省内，对于全国大多数地区，

宣传效果较差，在游客以及未来过延安的人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4）地域文化模糊趋同，表现不明显

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仍发挥作用的文

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虽然都是延安农村，

但是每个地方由于气候条件、文化习惯等的不同，会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延安

乡村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样，但没有统一布局、分类细化，而是千篇一律的“千

年古村”、“千年古镇”，导致乡村旅游同质化严重，缺乏个性色彩，容易让游客产

生疲劳，不利于乡村旅游的持久发展。有的乡村并未了解自身特色，修建了许多

与自身特点不相符合的建筑物，最多只产生了美观好看的效果，游客往往只是浏

览参观一遍，并不能延长游客停留时间，缺乏吸引力。

四、延安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

（1）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文化内涵的挖掘

扎实组织开展好全市文化资源普查，加大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合理开发力度，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民间文化遗产采取重点保护等措施，

并充分利用优秀民间文化优势。第二，在加强文物保护管理的同时，不断加大文

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比如充分发挥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的社会教育作用，馆内不

仅仅局限于讲解的形式，而是可以运用体验型和交互式的方式与游客互动，不断

推出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的精品展览。在对文化内涵挖掘的过程中要深入历史源

头，开发旅游资源的历史背景，在统一布局下，多从细节入手，从一砖一石一房

一路之中都营造一种与当地相称的文化特色，但每一处景观之间体现出来的文化

内涵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贯通、融合发展的。政府应该组织开展文物古迹、民

间艺术等地方文化资源的系统挖掘，统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让游客在游玩过

程中能够真真切切地得到文化的熏陶。

（2）坚持绿色为先，促进农业旅游发展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体，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传承农耕文明、建设美丽乡村、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延安

要继续坚持绿色发展之路，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结合自身发展

实际，在美化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特色农业旅游，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结合

起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延安乡村地区通常将果林种植与观光旅游相结合，已

经挖掘出产业融合这一新路径，但是没有达到较为优秀的效果。果树种植、水果

采摘、果园观光等能够吸引一部分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但是缺乏“回头客”。为

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体验农耕乐趣、品味农业情怀、感知民俗风情，延安可规划乡

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根据游客的不同需求，设计出不同的旅游线路与旅游天数，

在每一个乡村地区设计有更多可供游玩的事物，延长游客游玩实践，让城乡居民



游“绿水青山”，寻“快乐老家”，乐享吃、住、行、游、购、学、观、教、娱的高

品质乡村休闲旅游体验。

（3）加强品牌建设，促进品牌传播方式多元化

目前延安乡村旅游市场前景广阔，尤其要在市场容量巨大、同质化泛滥的前

提下注重品牌定位，加强品牌建设。首先，要对延安乡村旅游市场行情以及旅游

行业的发展现状有清楚的认识，站在游客的角度思考什么样的品牌建设能让他们

记住延安甚至还想再来延安。可以根据对消费群体的旅游需求的不同进行乡村旅

游品牌的精准定位。根据消费需求、消费群体的不同，延安品牌的定位大致可以

分为四种：黄土风情乡村民俗旅游、黄土风情红色乡村旅游、黄土风情休闲观光

农业、黄土风情科研教育游。根据不同的品牌定位可以设计不同的品牌形象、品

牌口号与标语等等，建立起全面的品牌系统之后进行推广宣传。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信息的传播不仅仅局限于某种特定方式，乡村地区的信息传播媒介也由电

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介向互联网这一新型传播媒介转变。品牌宣传不再只是

线下宣传，“线上与线下结合”成为了当下流行的宣传趋势。微博、微信、抖音、

快手等社交软件利用其圈层效应成为热点传播方式，使村民和游客获取当地乡村

旅游的信息更加方便快捷。品牌建设和宣传，不能仅靠政府，村民也是一个重要

的主体。村民是长期居住在本地的人，相对于其他人而言更了解本地的生活习惯

与民风民俗，所以他们理应是乡村旅游的第一宣传者。政府可以主导全市乡村旅

游宣传工作，投资打造全市乡村旅游的宣传片以及广告，凸显乡村旅游的文化内

涵与新颖之处，并投放旅游市场。而乡村居民作为个体，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

村民，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联合市内电视台、广播台以及其他文化台进行宣传。

村民可以将乡村戏剧、手工艺品制作、黄河美景、果树种植、乡村文化节、高原



绿化等等内容通过小视频的方式加以呈现，并辅助利用“网络直播”，让愿意参与

的村民都成为“小主播”，展现自身生活，让浏览者看到乡村生活与旅游的乐趣。

总而言之，利用现代媒介传播效率，切实推进以村民为主体、乡村为本位的宣传

模式，从而更有利于推广延安乡村旅游品牌整体形象。

（4）打造多种旅游形式，提升体验感与参与度

让游客感受到旅游的乐趣，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旅游过程中游客的体验感

和参与度。在“沉浸式体验”融入各种产业的今天，我们可以打造“沉浸式”乡村旅

游提升体验感和参与度。如今，“沉浸式”已经应用到旅游的多个方面，如“沉浸式”

夜游，可以有效延长旅游时间，提高过夜率，刺激更多消费。提升体验感，不仅

依靠景区便利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服务，还需要在旅游形式上进行创新，提升“沉

浸式”体验感。延安可以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自然景观推出诸多特色

活动，如结合当地历史的古风游园会、“非遗”系列活动、延安文化节，让旅客亲

自去剪纸、去唱陕北民歌、去制作当地美食、去参与演出，打造剧本“沉浸式”体

验活动，满足旅客在听觉、视觉、嗅觉、味觉以及情感上的需求。此外，推出的

体验活动，必须能够与景区本身拥有的自然、人文、历史资源相吻合，与景区打

造的主题与品牌相符合，才能够强化游客的体验，保持乡村旅游的生命力。延安

还可以充分利用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设计文化衍生产品。这些衍生品不同于

原先同质化、缺乏吸引力的纪念品，而是根据品牌建设与形象设计出来的文创产

品。延安可以借鉴故宫博物院，将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融入到文创产品中，设计

出了许多产品，如国风胶带、书签、手表、扇子等小物件。延安这些文创产品既

美观又实用，只要设计合理，能够凸显出延安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应该能够满

足游客的需求，进而促进消费。



五、结语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文旅融合又加速了乡村文化旅游

转型升级，助力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通过在延安几天的学习与调研，我以

延安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总结出我认为的目前陕北乡村旅游品牌形象的优势与

不足，并从品牌建设、宣传推广、旅游形式等方面出发，提出可行性建议，希望

更好的丰富游客们的旅游体验，探索出延安乡村旅游全新的发展路径，助力延安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同时为整个陕北及其他地域乡村的发展提供借鉴。


	陕北乡村旅游现状分析及发展路径探索
	                            ——以陕西省延安市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