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融合“两张皮”现象大

体表现为两种现象。从内容层

面看，历史文化的输入、输出显

得过于随性，勉强地捆绑只会让

人感觉索然无味；从技术层面

看，文化输出端口未有精细加工

不说，甚至还出现许多“张冠李

戴”“文不对题”的现象，令人捧

腹的同时也颇感无奈。

眼下，各类纪念馆、陈列馆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粗制滥

造”和“无中生有”的案例却是不

胜枚举。纪念馆、陈列馆这样的

场所，本是展示、活化历史文化

的主要阵地和有效途径。许多

地方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文化

内涵也是极其深厚，但对于如何

更好的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

产品，提升文化的体验性，依然

找不到合适的抓手，深度融合的

项目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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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各地把文旅融合作为重要抓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然而，“有说头没看头，有看头没玩头”这句话却戳中了现今许多文旅产

品的痛处，一部分旅游产品不仅没“看头”没“玩头”，甚至连“说头”都没有，亦或是没故事，没风景，没内容……景区村的“外壳”即便建

得再美，如果文化和旅游还是“两张皮”，也终究难逃被冷落的结局。

近年，各地把文旅融合作为重要抓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然而，“有说头没看头，有看头没玩头”这句话却戳中了现今许多文旅产

品的痛处，一部分旅游产品不仅没“看头”没“玩头”，甚至连“说头”都没有，亦或是没故事，没风景，没内容……景区村的“外壳”即便建

得再美，如果文化和旅游还是“两张皮”，也终究难逃被冷落的结局。

把可以说的变成可以看的，

把可以看的变成可以玩的，把历

史文化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可看

可玩的旅游产品，这是文旅融合

的大事要事，也是摆在文旅从业

者面前的大难题。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而旅游

是文化的载体，文旅融合并非简

单地相加，文旅融合归根结底是

要实现产业的落地。其核心是

把文化作为旅游的资源，把旅游

作为文化的市场，让历史文化与

现代文明循着人文的脉络开花、

结果。

文化和旅游唯有实现互为

支撑、相互促进，才是真正实现

了深度相融。终而实现两大产

业的转型升级。那么，如何以

文促旅，给旅游增内涵；以旅彰

文，让文化活起来？文化和旅

游如何深度融合，创造发展新

格局？

首先，要规避“千村一古街、

万村纪念馆”等同质化现象，遵

循市场规律，依据当地的历史文

化资源提炼出具有吸引力的 IP
属性，打造个性化的文创产品。

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旅游产品

的开发越来越依赖于当地资源

的开发，文旅产品的开发也越

来越趋向于创意性和体验性。

不难发现，那些独具特色，拥

有丰富体验感的文旅产品和

目的地总能留住人们的脚

步。要迎合不断变化的市场，

就需要深度挖掘当地的历史

文化资源和精髓，“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地进行产品设计和

文化植入，打造出特色的、个

性的文旅产品。如古街、纪念

馆等大型产品，要兼顾内涵和

亮点。大到建筑设计与布局，

小到文创产品、讲解词的“梗

点”打造，都要最大限度地放大

其主题属性，依循历史文化的

脉络，形成相辅相成、由形到意

的文旅体验，人们不仅可以用

眼看，还可以用心感受更为深

层的内涵。

此外，文旅融合“两张皮”

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

了，懂得现阶段文化和旅游产

业特点及市场需求的实践创意

型策划人才的短缺。而其根源

是缺乏全面的教学环境来培养

人才。据悉，作为文旅融合的前

沿阵地，国内各文旅学院的专业

分类设置方面基本上还是文归

文，旅归旅，文旅融合的教案依

然匮乏。从人才培养的源头方

面看，教师队伍的文旅融合的实

践能力仍有待提升，分配到行业

管理或旅游公司的旅游专业的

大学生，其专业素养和文创等综

合能力依然欠缺。

文旅院校须可以尝试打破

固有的课程架构，加强校企合

作，与当地的旅游企业、景区、酒

店构建实训基地，同时深入了解

市场及行业对旅游人才的实际

需求，构建融合型的课程新体

系。以文旅融合的思路进行课

程设计的同时，引入“研学旅行

策划与管理”等新业态证书标

准，为培养“融合型高技能人才”

注入动力。

文化是旅游的灵

魂，而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文旅融合不仅

承载着一方山水的历

史文脉，更蕴含着产

业发展的无限可能，

不能只一味把“文旅

融合”作标签。

破解文旅“两张皮”

打造“形神兼备”的文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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