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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黄旅游带的开发利用-以河南段沿黄旅游带为例
孙亚平 曹森 班贺然 张梦越 王志豪

黄河交通学院，河南焦作，454950；

摘要：随着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和交通业不断融合，成为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本文以河南段沿黄

旅游带为例，深入分析了河南省段沿黄旅游带的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现状，利用 ArcGIS 表示现有交通路网与旅

游景区的关系，并结合研究旅游景区和现有路网以及游客的不同爱好进行线路规划，设置管理平台，为景区提升

服务水平提出了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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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承载着五千年的

历史文明进程，更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吸引着无数游客。河南省黄河流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

发源地，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交旅融合的

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黄河文化，还能提

升区域旅游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

究旨在通过深入分析河南省段沿黄旅游带的开发利用

现状，探讨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希望能够为河南省段沿黄旅游带的交通与旅游融合发

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推动河南省旅游业的高质量

发展，为中原崛起和黄河文化保护传承贡献力量。

1 河南省段沿黄旅游带的开发利用现状

1.1 交旅融合发展现状

1.1.1 政策规划融合

近年来，河南省级层面多次出台规划，强调交通与

旅游的融合发展。2020年起，相继发布多项政策文件，

包括《建设文化旅游强省意见》、《激发文化和旅游消

费潜力通知》及《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意见》等，均提及

提升旅游交通便利性，建设特色服务设施，强化乡村旅

游交通保障。2021 年至 2022 年间，《河南省高速公路

网规划》、《郑州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及《河

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等相继出台，均提出推动交

通与旅游深度融合，建设旅游交通网络及设施。特别是

《河南省“十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和《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明确构建旅游交通体系，完

善交通枢纽的旅游服务功能，推动服务区升级，形成一

体化产业链。

1.1.2 基础设施融合

据统计，我省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共 205 个，其中

市区内 43 个，市区外 162 个。市区内的景区，衔接换

乘更依赖于城市交通，与公路交通关系不大。市区外景

区，按照等级划分：4A级景区共 149 个，其中 54.4%距

高速收费站10 公里以内，可实现 15分钟上高速；28.2%

距高速收费站大于 10公里小于 20 公里，可实现 30 分

钟上高速。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 20 公里以外的，81%有

二级以上普通干线公路连接，76.9%距普通干线公路 10

公里以内，可实现20 分钟上普通干线公路。5A级景区

共 13 个，其中，69.2%距高速收费站 10 公里以内，可

实现 15分钟上高速；23.1%距高速收费站大于 10 公里

小于20 公里，可实现 30分钟上高速。仅洛阳龙潭大峡

谷景区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 20 公里以外，但距离该景

区 5公里处有二级普通干线公路连接，可满足游客快速

直达景区需求。

目前统计我省沿黄旅游景区共 20个，如表 1所示，

其中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 1个，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 10 个，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8 个、其他著名景区 1

个
[1]
。

表 1沿黄旅游带景区数据

序号 等级 景区

1 5A 清明上河园

2 4A

黄河富景生态世界、郑州黄河风景名胜

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郑州黄河滩地
公园、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黛眉山景区、
洛阳市荆紫仙山、古柏渡飞黄旅游区丰乐

樱花园、黄河小浪底鹰嘴山景区、黄河新
安万山湖始祖山风景区

3 3A

黄河花园口旅游区、三皇山桃花峪旅游
区、陈桥湿地风景区、兰考黄河湾风景区、

濮阳毛楼生态旅游区、仰韶大裂谷、洛邑
古城、三门峡大坝风景区

4 其他 黄河国家博物馆

1.2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 2024 年 6月，河南省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6716

公里，其中高铁 1924 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8300公

里以上。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特别是高铁和高速公路

的建设，极大地缩短了旅游目的地的时空距离，为游客

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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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分析

2.1 顶层设计和全域统筹规划仍待加强。

目前，我省交通、旅游相关规划中虽提出融合发展，

但由省级交通和旅游主管部门联合编制的交旅融合发

展规划顶层设计尚未出台，全域统筹、主线串联、支线

循环、连接线成网的旅游交通网络尚未形成，交旅融合

项目建设和设计标准不明确、不规范，旅游与交通信息

数据不互通不共享，综合旅游交通建设体系尚未形成。

2.2 交通设施与旅游资源的融合度不高

在河南省沿黄旅游带，部分交通设施与旅游资源的

融合度不高。例如，一些高速公路、国道等交通干线虽

然穿越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或历史文化遗址，但缺乏相应

的旅游标识、观景平台等设施，导致游客无法充分欣赏

和体验这些旅游资源。这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展示和利用，

降低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兴趣和吸引力。

2.3 旅游交通网络互联互通性待提升

尽管河南省的交通网络日益完善，但旅游交通网络

的互联互通性仍有待提升。特别是在沿黄旅游带内，部

分偏远景区、乡村旅游点的交通可达性不足，游客需要

花费较长时间和精力才能到达。此外，部分景区间的交

通连接不够便捷，影响了游客的出行选择。游客在旅途

中可能因交通不便而感到疲惫和不满，降低了旅游体验

的质量。

3 发展建议

3.1 总体路线

根据黄河沿岸的旅游景点分布，及目前铁路网，公

路网发展现状，打造三门峡大坝风景区→仰韶大裂谷景

区→黄河新安万山湖始祖山风景区→黄河小浪底水利

枢纽风景区→龙门石窟→洛邑古城→古柏渡飞黄旅游

区丰乐樱花园→桃花峪景区→郑州黄河文化公园→黄

河国家博物馆→郑州黄河滩地公园→黄河花园口旅游

区→黄河富景生态世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清明上

河园→兰考黄河湾风景区→濮阳毛楼生态旅游区沿黄

旅游带。

图 1沿黄基础路网和景点分布

3.2 旅游模式

根据沿黄旅游带分布的景区特点不同，可分为文化

游、景观游及演艺游三种旅游模式。文化游以郑汴洛安

为重点，以沿黄两岸星罗棋布的多家专题博物馆、主题

文化公园、各个时期考古遗址为重点，推出文化特色线

路。演艺游以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洛邑古城、清明上

河园等为重点，大力推广《禅宗少林》《东京梦华》《唐

宫夜宴》《洛神水赋》等近百台精品演艺，让游客在沉

浸式的观赏中，深刻感受到沿黄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

韵味。景观游则依托沿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交相辉

映，如三门峡大坝风景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

仰韶大裂谷等。游客可以沿着黄河岸边漫步，欣赏黄河

的壮阔与柔美。结合路网数据及沿黄旅游区分布，以汽

车、火车为交通工具，借助 GIS软件分别对其中不同的

旅游模式进行线路规划
[2]
,如下图 2-4 所示。

图 2文化游

图 3演艺游

图 4景观游

3.3 管理平台

为了整合资源、提升服务质量、推进信息化建设和

促进可持续发展，可推出一款 APP 实现信息共享，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并推动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从而确保沿黄旅游带的高质量发展并为游客提供优质、

便捷、安全的旅游体验。

该 APP 功能如下，功能一：一站式信息服务：APP

整合沿黄旅游带各大景点的详细介绍、开放时间、门票

价格、天气预报等实用信息，游客可根据个人兴趣定制

行程，轻松规划旅游路线。同时，提供附近餐饮、住宿

推荐，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功能二：智能导航与 AR

体验：结合GPS 定位与 AR技术，APP 不仅能提供精准的

步行或自驾导航，还能在特定景点开启 AR 模式，让游

客通过手机镜头直观感受黄河的历史故事与文化遗迹，

如虚拟重现古代水利工程、古代战场等，极大地丰富了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5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78

游览体验。功能三：社交互动与分享：设立游客社区，

鼓励游客上传旅行照片、视频及心得，形成互动交流平

台，增强游客之间的粘性。同时，APP 支持一键分享至

社交媒体，让美好的黄河之旅成为朋友圈中的亮点。

3.4 景区服务水平提升

3.4.1 沿黄文化旅游景区服务项目

沿黄文化旅游景区服务水平可以进行多维度评价，

从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等方面进

行着手，具体项目如下所示：

有形性：景区基础设施完善、设备齐全；智慧旅游、

数字化景区服务周到；景区内有明显的黄河文化地标建

筑。

可靠性：景区能够提供多样化的、畅通的投诉渠道；

游客与景区工作人员沟通便捷；沿黄景区创新相关的黄

河文化文创作品。

响应性：景区主动提供游客导览相关资料；景区工

作人员能够及时回应解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景区工作

部人员积极响应游客求助；景区公众号和贴吧等咨询服

务能够及时回复。

保证性：景区内商家对待游客能够诚信经营；景区

内存在隐患区域有明显安全提示；娱乐旅游项目有安全

保障。

移情性：景区内休息区(取暖区)设置多样化、人性

化；景区能够考虑外国游客语言的便利性；景区对残障

人士提供特别关照；景区保证游客利益得到优先重视。

3.4.2 合理疏导客流与车流

地铁出站口设非机动车专用入口，与行人分开，增

设自行车坡道及指示系统，打造集休憩、文化、停车于

一体的口袋公园，优化游客体验及交通秩序。地面公交

增设通游专线，寒暑假增运力。机动车方面，深挖停车

资源，增设临时停车场。非机动车则增加停放区，优化

共享单车管理。寒暑期游园双向购票，延长服务时间，

实施三级预警管理，提升游客游览舒适度及秩序。

3.4.3 缓解拥堵问题

景区车辆堵车问题可以通过合理的交通规划和管

理、多样化的交通工具和服务、信息化建设、提前规划

和预约系统、增加停车位和引导停车系统、加强交通警

示和引导、加强游客教育和宣传等多种措施来解决。这

些解决方案可以提高景区交通效率，减少车辆拥堵，提

升游客出行体验。

3.4.4 设立临时救援紧急通道

景区内车流量大、封闭性强，紧急救助难，不易快

速疏散，因此交通事故难以及时处理及救助，给人们生

命及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景区道路不同于平常公路，应

设置不同的紧急通道。景区应设置紧急通道，以及临时

救援和紧急施救设施设备。
[3]
在关键及高危区域设紧急

停车带（含硬路肩、港湾式及渠化设计），配护栏、标

志等设施。设绿色步行通道及明显标识，便于事故疏散。

景区入口、游客中心及高危区设紧急救援站，配急救物

资、车辆及专业人员，并定期培训演练。

3.4.5解决景区“最后一公里”出行问题

目前，越来越多的景点出现交通拥堵问题，近年来，

公共自行车和共享电动车等共享系统发展迅猛，在一定

程度上有效解决了景区“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但

是，对于一些弱势群体，并不能给其提供完美服务，在

此基础上可以增设共享游客大巴以及建设景区轨道交

通线路，合理布置轨道交通站位，多层次、多方位满足

游客需求.
[4]

3.4.6景旅融合建设

建设景区娱乐设施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在保障质

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诚邀旅客参与景区建设。并结合文

化传承需求设立才艺展示区。流通才艺作品兑奖券，鼓

励现场交易，共赴文化盛宴，传承文化自信。

4 结语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河南段沿黄旅游带的开发利用

现状与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发展建议。通过强化工作

统筹、优化网络布局、创建智能模式，有望促进交通与

旅游的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均衡发展。希望能为沿黄

旅游带的开发利用提供思路和建议，为相关部门制定相

关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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