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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旅融合是目前旅游业发展的趋势，能够在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已经成

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渠道和有效途径，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本研究聚焦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文旅融合的

实践路径探索，以北川石椅羌寨为案例开展社会调研。采用SWOT分析法对北川石椅羌寨文旅融合发展

具有的优势、劣势、机会及挑战进行分析。针对北川石椅羌寨旅游业发展存在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不足、旅游产品创新和多样化不足、文化保护和开发平衡问题等方面的问题采取应对措施，以期在乡村

振兴背景之下为北川石椅羌寨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具体思路以及特色场景打造方案，促进北川石椅羌寨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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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s the current tre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t can pro-
mo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making full use of local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and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path exploration of tour-
ism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arries out social investigation 
with the case of Shiyi Qiang Village in Beichuan. SWOT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Shiyi Qiang Village in Beichuan. In view of the lack of brand awareness and market influence, 
lack of innov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ourism products,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pro-
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Beichuan Shiyi Qiang Village’s tourism development, countermea-
sures are taken to provide specific ideas and distinctive scene creation plan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Beichuan Shiyi Qiang Vill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Shiyi Qiang 
Village in Beichuan,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
ment in oth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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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背景下北川石椅羌寨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及意义 

1.1. 文旅融合的背景 

文旅融合概念发源于产业融合理论[1]，根基在“文”，活力在“旅”，动力在“融合”[2]，由此实

现文化旅游者主体和客体间的互动关系建构[3]，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潜能释放，促进文化和旅游共同发

展。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等 6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将文旅融合

列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并从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品牌塑造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旅

游的发展方向。姜岩认为推动实现新时代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传承和发展

农业文化，推动三产融合，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4]；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依据各地区资源的差异性，各地区乡村振兴方式多种多样，文旅融合成

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四川省绵阳北川石椅羌寨则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四川省绵阳北川石椅羌寨地处江油、北川、平武三县交界地带，虽位于城市边缘，却保留着羌乡独

特的韵味。石椅羌寨境内山清水秀、云雾缭绕，拥有自然、幽静、清新的地理环境氛围，也被称为“云

朵上的羌寨”。作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北川石椅羌寨有以禹羌文化为底蕴的浓厚人文风情，喝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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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跳锅庄、敲皮鼓、舞龙灯等羌民族习俗风情留存至今，更保存有羌寨碉楼、祭祀台等传统特色建筑。

北川石椅羌寨羌族人口占比 60%，绝大多数都是世居这里的土著羌民，村民身着传统服饰，沿袭传统的

生活方式，热情好客。无论是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氛围还是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抑或与之相关的书籍

及相关媒体的报道，这些事物的传播都使得北川石椅羌寨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因此，探究近年来北川石

椅羌寨文旅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如何利用文旅融合方式实现文化底蕴与商业价值的有机结合，有助于

北川石椅羌寨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能为其他拥有特色文化的民族村寨作出示范作用，促进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探索特色产业脱贫、乡村振兴之路，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1.2. 文旅融合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提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北川石椅羌寨基于自身独具特色的羌族文化，立足于文化和旅游发展的

内在要求，顺应融合的发展趋势。其乡村旅游开发主题定位明确：以石椅羌寨为发展中心，打造以“非

遗 + 旅游、文化活动 + 旅游、生态农业 + 旅游”的石椅羌寨三大特色产业，并由此而开发出观光度假、

农事体验、乡土美食、文化创意等系列产品。文旅融合的方式较好地利用了乡村的现有资源，在促进乡

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一个以文化带旅游、以旅游促文化的过程，是一个既有经济效益

又有社会效益的过程，是一个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互惠共赢的过程。我国乡村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乡

村旅游规模不断扩大，乡村业态逐渐丰富。石椅羌寨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上

赋予旅游发展新内涵，充实乡村文化内涵，提高村民的文化自信，传承羌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培育文

明新乡风，促进乡村文化和经济建设蓬勃发展。 

2. 北川石椅羌寨文旅产业现状及发展问题分析 

2.1. 文旅产业发展现状 

北川石椅羌寨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羌族聚居地。

早在“十五”初期，石椅羌寨就将旅游业确定为主导产业，并于 2004 年实现了旅游收入达 8752 万元[5]。
目前，石椅羌寨文旅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羌族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和建筑风格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当地特色的民俗表演、手工艺品以及当地美食也成为游客喜爱的体验项目。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北川石椅羌寨抓住了发展机遇，不断拓展文旅产业链条，加大对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目前，当地已建成一批高品质的民宿和特色餐饮[6]，同时不断推广羌族文

化，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的销售，促进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2.2. 北川石椅羌寨文旅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2.2.1. 缺乏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石椅羌寨作为一个拥有独特羌族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旅游目的地，在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缺乏品牌

意识和品牌建设策略，未能将羌族文化与旅游产品相结合，打造具有独特魅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旅游品牌，

从而导致其知名度不高。在羌族地区少数特色村寨如桃坪羌寨、小寨子沟等已具规模，它们通过各种宣

传推广方式已经打造了明确的品牌形象和标识，但部分如千佛山战役旧址等特色乡村旅游景点却因缺乏

对外宣传而少有人知[7]。没有明确的品牌形象和标识羌寨就意味着难以吸引游客的关注，这也埋没了不

少的乡村旅游资源。同时，石椅羌寨还缺乏完善的市场推广计划，未能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渠道进行宣传。

羌族与国内外旅游机构合作薄弱，因此未能有效拓展客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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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旅游产品创新和多样化不足 
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北川石椅羌寨的旅游产品多为传统的观光项目，缺乏创新思维和创意。缺乏

针对游客需求变化的市场调研和产品创新策略，导致旅游产品难以吸引游客的注意。同时，与其他羌族

景区相比，石椅羌寨的旅游产品缺乏明显差异，这可能导致游客产生审美疲劳和选择困难。没有与其他

旅游景区展开合作与交流的羌寨，也将限制更多产品创新和多样化的可能性。此外，其旅游产品种类单

一，缺乏针对不同游客群体的多样化选择。不同年龄、兴趣和需求的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期望各异，而

现有的旅游产品未能充分满足这些差异化需求。 

2.2.3. 文化保护和开发平衡问题 
在文旅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过度商业化可能导致羌族文化元素的原真性丧失，影响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缺乏有效的文化保护措施可能导致羌族文化的流失和变形。一方面，过度开发可能导致自然和人文

资源的破坏，另一方面，开发不足则可能无法充分发挥资源的潜力，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

部分居民对文旅产业的参与度不高，可能影响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可持续性发展。 

2.2.4. 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缺乏专业化人才支持 
目前，石椅羌寨缺乏具备旅游管理、文化创意、市场营销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这导致在文旅

产品开发、旅游服务提升、市场推广等方面难以达到高标准，影响了游客的体验和满意度。同时，石椅

羌寨的文旅产业人才结构较为单一，缺乏多元化、多层次的人才支持。这导致在产业创新、市场拓展等

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支持。此外，由于缺乏系统的人才培养机制，当地难以吸引和留住高水平的专业

人才。同时，现有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素质提升也面临困境，制约了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2.2.5. 资源挖掘整合度不高 
在当前文旅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石椅羌寨面临着挖掘和整合羌族文化、自然风光和农产品等资源的

程度不高的问题。尽管石椅羌寨以羌族文化为引领，但在具体的文旅项目中，对羌族文化的深度挖掘和

全面展示仍显不足，缺乏广度和深度。另外，自然资源的利用也存在不够充分的情况。石椅羌寨拥有优

美的自然风光，然而目前在旅游项目中的利用并不充分，未能完全展现出其独特的自然魅力。同时，农

产品的开发与文旅产业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尽管石椅羌寨的农产品品类丰富，但目前在文旅产业中的

利用尚未充分，未能实现农产品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 
综上所述，北川石椅羌寨旅游业发展存在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不足、旅游产品创新和多样化不

足、文化保护和开发平衡问题等方面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石椅羌寨需要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案和

措施，包括制定品牌推广策略、加强旅游产品开发和创新、注重文化保护和开发平衡等。通过这些努力，

石椅羌寨旅游业将能够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北川石椅羌寨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 SWOT 分析 

为了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我们针对北川石椅羌寨文旅产业发展进行系统全面的市场环境

分析，为北川石椅羌寨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和运营方案设计提供基础和数据支撑。我们主要通过 SWOT
分析方法对北川石椅羌寨文旅产业发展市场环境进行分析。 

3.1. SWOT 分析方法概述 

SWOT 分析则是一种内部环境分析方法，它评估组织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

(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通过 SWOT 分析，北川石椅羌寨可以识别其核心竞争力和潜在风险，从

而制定出更有效的战略计划。本研究将通过 SWOT 分析，可以为北川石椅羌寨的发展提供一个全面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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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从而制定出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战略计划。 

3.2. 北川石椅羌寨文旅产业发展的 SWOT 分析 

3.2.1. 优势分析 
有力的政策支撑和政府支持。石椅羌寨作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村庄，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

持。这种政治上的支持对于其文旅融合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文化资源丰富。石椅羌寨的经济主要

依赖于农业和文化旅游。近年来，通过农业 + 文旅的深度融合，石椅羌寨成功打造了集观光、体验、康

养为一体的旅游模式，吸引了大量游客，村民的人均收入显著提高；历史文化底蕴丰富，当地居民注重

教育。石椅羌寨拥有浓郁的羌族文化，村民大多数是羌族人。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是吸引游客的

重要因素；科技创新以及“产学研”模式发展经验。石椅羌寨在技术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创新，例如通过

网络和快递销售羌绣、手工苔子茶等非遗产品，以及开发各种旅游项目，如水果采摘、茶文化研学等，

这些都是技术进步的体现。 

3.2.2. 劣势分析 
文旅融合模式单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进程缓慢，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程度不够深入，旅

游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和低浅表层次，融合规模较小，融合效应较为有限，综合效益尚

不显著[8]。已有旅游资源开发及未开发资源的矛盾，特色同质化明显；文化传承和保护的矛盾加剧。如

何在实现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同时保护羌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融资渠道单一。多以政

府投资为主，缺乏招商引资的能力和经验。 

3.2.3. 机遇分析 
政治支持：政府对石椅羌寨灾后重建和文化保护的高度重视，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

础和资金支持；经济增长潜力：农文旅的融合为石椅羌寨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特色旅游和

销售当地特色产品，有望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文化吸引力：石椅羌寨独特的羌族文化和

传统习俗，对于寻求文化体验的游客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助于形成特色旅游品牌；技术创新：利用现

代技术手段，如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可以拓宽石椅羌寨产品的销售渠道，同时创新旅游服务和体验，提

升游客满意度。 

3.2.4. 威胁分析 
文化同质化。旅游开发可能导致文化同质化，削弱了羌族文化的独特性；高素质技术型人才缺乏。

技术应用的深入需要相应的专业人才支持，对于石椅羌寨这样的传统社区来说，教育问题和吸引和培养

技术人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石椅羌寨位于地震频发地区，自然灾害的潜在风

险可能对旅游业造成影响。同时随着周边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可能面临来自其他旅游目的地的竞争，

这就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发展特色的文旅融合方式。 

4. 基于 SWOT 分析的北川石椅羌寨文旅融合发展策略 

4.1. 充分利用政策机遇，优化整合已有旅游资源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政府应当持续加大乡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努力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推动

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9]。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乡村振兴的政策，如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为

乡村振兴提供政策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明确消费者精神需求的市场定位，提高文旅产品核心竞争

力，采取多样化方式进行羌族文化宣传，积极塑造目的地品牌形象；鼓励并引导发达产业与文旅产业融

合，打造新业态、新产品和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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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深挖文化资源，加强合作与联动 

开展文化研究，开发与文化相关的旅游产品和体验。加强与其他旅游目的地和羌族聚居区合作，共

同推广文化旅游。利用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营销，可以扩大影响力。比如，北川石椅羌寨可

以通过线下线上融合，如通过网络销售羌绣、手工苔子茶等非遗产品，以及发展电子商务，进一步拓宽

产品的销售渠道和村庄的影响力。 

4.3. 利用并保护文化资源，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合理规划乡村用地，保护原始生态环境。同时，打造重点旅游项目，提高核心竞争力，如石椅羌寨

可以定期举办各种节庆活动，如赏花采茶节、瓦尔俄足节暨枇杷节、李子节等，这些活动些活动不仅吸

引了大量游客，还形成了独特的品牌效应，增强了石椅羌寨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在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

的同时，也为旅游业带来了活力。 

4.4.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提高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建

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差距，提高

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4.5. 制定配套基础规划，合理优化布局 

石椅羌寨位于地震频发地区，自然灾害的潜在风险可能对旅游业造成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加强管理

和预防，提高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同时随着周边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可能面临来自其他旅游目的

地的竞争，这就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游客体验，比如北川石椅羌寨可以不断推进村庄美化、庭

院美化工程，提升村庄的整体“颜值”。同时，改善基础设施，如道路、房屋、餐饮、住宿等，为游客

提供更好的体验，并展现羌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发展特色的文旅融合方式。 

5. 结语 

随着全球化和文化旅游的兴起，大众对精神需求的增加，北川石椅羌寨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羌族文化

资源的旅游目的地，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通过对石椅羌寨的 SWOT 分析，我们明确了其在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首先，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对石椅羌寨的文旅融合发展的研究，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措施有

一定的了解和区分。通过研究传统的乡村振兴方式和新兴振兴方式的不同，对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

兴有着更加深刻地理解。以文旅融合发展方式促进乡村振兴，打破了文化和旅游的边界，促进文化与旅

游的相互支持、优势互补和协同增效，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新的发展优势。不仅能够提高旅游发展

质量，让人们在享受优质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丰富精神世界发展。更能激发各个地区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其次，我们希望通过此案例思考当前文旅融合方式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存在的不足，探究如何利用各

方面的优势资源，引进先进理念，创新乡村振兴方式，积极采取全新全面的措施，做到因地制宜，探究

系统性、全面性的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进而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更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

促进我国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最后，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研究可以顺利获得成功，并使之能够真正地运用到乡村振兴实际工作中，

能够对偏远民族地区以及具有独特文化资源的乡村有所帮助，有效化解当下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缺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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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认同感和竞争力不足的发展困境，充分发挥旅游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动

力，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乡村旅游规模不断扩大，乡村业态逐渐丰富，但不可否认，在乡村旅

游蓬勃发展的背后尚存在诸多问题，而将文化脉络融入乡村肌理，通过文化提升乡村旅游品位，能够有

效解决乡村旅游同质化、传统文化特色不足等问题。石椅羌寨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发展

的基础上赋予旅游发展新内涵，焕发乡村新活力，充实乡村文化内涵，提高村民的文化自信，传承羌族

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培育文明新乡风，促进乡村文化和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为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的有效衔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并为其他民族地区文旅融合

发展提供参考借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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