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探索·2025� 第6卷� 第3期

163

绿洲之歌屯垦旅游探索发展研究

刘宇豪Ǔ袁Ǔ敏
西安翻译学院Ǔ陕西Ǔ西安Ǔ710105

摘Ȟ要：屯垦旅游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独具特色的旅游形式，融合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逐渐成为推

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首先探讨了屯垦旅游文化的内涵、资源开发及现状，重点分析了屯垦旅游的优势、

劣势、机会与挑战。研究表明，虽然屯垦旅游凭借其自然景观和农业体验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且在多民族文化背景

下，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旅游体验，但目前其知名度较低，文化体验深度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仍制约着其发

展。为促进屯垦旅游的长远发展，本文提出应加强地方政府的品牌建设，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解决季节性波动问题，并推动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的有机融合等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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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部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经济带核心区，凭借独特

的地理和历史文化优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在国家旅游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西部旅游业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屯垦旅游作

为西部新兴的旅游形态逐渐崭露头角，取得了一定进

展。然而，尽管屯垦旅游逐步获得关注，其整体发展仍

处于初期阶段，面临知名度不足、市场营销不足、成熟

旅游线路匮乏、产业规模较小以及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

等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旨

在推动屯垦旅游的持续发展。*
1��屯垦旅游的相关研究

王希隆认为，“屯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土地制

度，指的是中央政府组织实施的开垦耕作农业生产形

式。通过屯垦活动，西部原本荒漠和沼泽的地区被成功

改造为绿洲，不仅确保了当地的粮食供应，还催生了独

具特色的屯垦旅游活动。关于屯垦旅游的研究，学者们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袁敏芳（2019）探讨了屯垦
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重点关注如何提升旅游产品的

多样性和吸引力。赵大勇（2011）则指出，打造屯垦旅
游品牌是宣传当地文化和精神的最佳途径，能够有效提

高地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吴淑琴（2007）认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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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屯垦文化内涵，拓宽旅游市场，已经成为推动屯垦

旅游发展的关键，同时她强调当地政府应积极发挥主导

作用。闫高洁（2020）分析了屯垦文化对石河子地区的
影响，认为屯垦文化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塑造了独具特色的屯垦文化景观。胡友才（2023）进一
步探讨了屯垦文化的精神传承及其对红色旅游景区发展

的促进作用。

这些研究为屯垦旅游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宝贵参

考，并为未来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综上所述，屯垦旅

游的研究主要涵盖其在红色旅游中的作用、精神传播及

景区发展等议题。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西部屯垦文

化的历史、特色与重要性，并为屯垦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

屯垦旅游推广与弘扬为核心，探讨如何将屯垦文化融入

旅游产品开发与设计，为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开辟新路

径，推动屯垦旅游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2��西部屯垦旅游资源概述

2.1  屯垦旅游资源的多样性
中国西部地区的屯垦文化资源广泛分布于甘肃、宁

夏、内蒙古等地，涵盖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屯垦遗址与遗迹、水利设施（如

水库）、绿色防沙带、发电厂和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如

飞机播种牧草等，这些都体现了屯垦事业的历史痕迹与技

术创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智慧，这些遗迹资源不

仅是西部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民族融合与社会进步的

重要象征，对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2  具有屯垦特色的非物质文化以及民俗与美食
屯垦特色的非物质文化、民俗和美食是屯垦旅游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屯垦手工艺品、歌曲、口述历史、民



2025� 第6卷�第3期·现代教育探索

164

俗活动及屯垦精神等，提供独特的旅游体验，展示了屯

垦的历史与传统。游客还能品尝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

特别是“忆苦饭”，象征屯垦历史与精神。这些文化和

美食资源进一步丰富了屯垦旅游的魅力与吸引力。

2.3  丰富的农牧业文化资源
在屯垦地区，传统的农牧业文化也是一种重要的旅

游资源。许多屯垦地区具有独特的农田景观、传统农耕

方式及现代化农业的展示，游客可以参观农场，体验种

植、收获的过程，甚至参与当地的屯垦活动。

3��西部屯垦旅游的发展现状

同时，近年来西部旅游爆火。例：2023年甘肃接待
游客3.88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745.8亿元。宁夏接待游
客7004.11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651.45亿元，同比增长
80.4%。在此契机下，在近30年的屯垦旅游发展历程中，
屯垦旅游活动不断推陈出新。例如：石河子军垦博物馆

每年举办的旅游节，五家渠葡萄文化旅游节，石河子军

垦文化冰雪旅游节，蟠桃文化旅游节，借由文化节来展

现当地的红色和屯垦文化，整个西部地区不断整合屯垦

旅游资源，吸引游客，推动屯垦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4��屯垦旅游的价值分析

本论文运用SWOT分析法对屯垦旅游资源进行价值分
析，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其发展中的内在优势、劣势，以

及面临的外部机会与挑战。

优势（S）：首先，西部地区的自然景观与地理景
观丰富多样，包括沙漠、草原、山脉、湖泊等。屯垦区

通常位于这些自然景观之间，游客在体验自然美景的同

时，也能参与到农业生产中，体验采摘、种植等农业活

动。这类农事体验旅游能够吸引喜欢自然和亲近田园生

活的游客，增加旅游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其次，西部是

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包含多个少数民族，独特的民

族风情、传统习俗、节庆活动和美食文化，为屯垦旅游

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多元化的旅游体验。最后，近年

来，西部地区在交通、住宿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

善。尤其是铁路、高速公路网络的扩展，使得旅游交通更

加便捷，游客的出行成本和时间得到了大幅降低。

劣势（W）：首先，屯垦旅游地的知名度较低，只
有少部分人了解，大多数游客往往盲目跟随线路，缺乏

深入了解和主动选择。这反映出屯垦旅游在宣传推广上

的不足，未能有效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吸引力。其次，虽

然尝试将屯垦旅游与地区成熟旅游线路结合，但未能充

分突出屯垦旅游的独特特色和核心价值，导致游客难以

理解参观这些景点的深层意义。许多游客旅行结束后对

屯垦旅游的印象模糊，未能深入体验其文化精髓和精神

内涵，未能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播和教育作用。

机会（O）：屯垦地区以其丰富的屯垦历史遗址、屯
垦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绿色防沙带等自然景观，构成

了“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旅游景点。通过将生态保护

与可持续旅游发展相结合，屯垦地区有望打造绿色旅游

项目，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有效保护自然环境。

挑战（T）：屯垦旅游面临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平衡
问题，涉及旅游产品开发、市场认知等瓶颈。在保护屯

垦文化的同时，如何避免文化僵化或失去原味，是一大

难题。许多地区基础设施滞后，交通、住宿、餐饮等服

务难以满足游客需求，且旅游产品以历史纪念和传统文

化为主，缺乏娱乐性和互动性，吸引力有限。同时，屯

垦文化的市场认知度较低，影响了资源开发和推广。同

时，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旅游行业人才短

缺及培训不足，制约了服务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资金与

政策支持不足，增加了推动屯垦旅游的经济压力。高素

质专业人才匮乏，限制了行业发展。此外，旺季游客激

增，服务设施承压；淡季游客骤减，旅游收入波动，影

响地方经济稳定。这一季节性波动对屯垦旅游的长远发

展构成挑战。

通过SWOT分析，可以看出，屯垦旅游有着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多元文化背景，可以通过绿色旅游和生态保

护的结合打造独特的旅游项目。然而，目前存在知名度

低、缺乏深度文化体验以及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在未来

的发展中，需要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平衡，提升市场认

知度，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人才培养，以应对季

节性波动带来的挑战，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5��屯垦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5.1  拓宽推广渠道
首先，可以借助国内各类线上、线下平台以及各类

节庆活动和赛事进行宣传推广。其次，通过制作小视

频、微电影、宣传片等形式，展示西部屯垦地区的独特

旅游资源；同时，借助明星效应吸引更多游客的关注。

此外，西部地区可以开设官方旅游微博，增加屯垦旅游

专栏，提供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各大屯垦景区也可建

立专属微博、公众号，提供旅游咨询、线路推荐、门票

预订等服务。这些宣传方式不仅有助于扩大宣传覆盖

面，还能有效消除游客对屯垦旅游目的地的疑虑。

在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须进行前期市场调研，把

握游客对屯垦旅游的需求与偏好。通过细分市场，针对

不同游客群体的特点，量身定制宣传策略，从而最大化

宣传效果，吸引更多目标游客群体的关注和参与。

5.2  加强屯垦与热门旅游线路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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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屯垦地区的旅游吸引力，可设计融合热门景

点与特色屯垦景区的深度体验型旅游线路。例如，将自

然景区、文化景点与屯垦的原生态农业、少数民族风

情及红色文化相结合，规划环线或串联路线，让游客在

游览知名景点的同时深入体验屯垦的独特魅力。优化交

通配套，提升景点间的联通性，增强游客便捷性与舒适

度。此外，可根据游客兴趣设计多样化的主题线路，如

“农耕文化体验之旅”“屯垦生态探险之旅”和“民族

风情文化之旅”等，并增加互动性强的项目，如与当地

农民合作提供农耕体验、采摘和民俗活动，让游客更深

入地感受屯垦的地域特色。

5.3  加强人才培养与制度建设
为推动屯垦旅游高质量发展，应健全人才培养体

系，培养具备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的从业人员。培训结

合理论与实践，提升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强职

业道德教育，确保从业人员以游客为中心，提供优质服

务。此外，建立健全的旅游监管和评价体系至关重要。

加强行业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完善投诉处理机制，及

时回应游客反馈，保障其权益。游客评价应纳入从业人

员考核，持续改进服务，提升旅游质量。

5.4  加强对屯垦旅游资源的保护和传承
在推动屯垦文化旅游产业时，应从区域经济整体出

发，实施区域带动战略，将屯垦旅游与农业、牧业、生

态旅游及边境旅游等产业融合，提升竞争力和抗风险

能力，促进屯垦文化与区域经济深度融合。同时，西部

旅游要实现绿色发展，关键是保护生态环境。从国际、

国内同类型地区的发展来看，边疆旅游城市实现绿色发

展的首要条件是强化自身的生态本底，因此任何以破坏

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厚

植生态本底，才能通过不断挖掘生态价值、彰显旅游品

牌，实现地区的转型与再生[1]。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屯垦

旅游资源的保护。

利用原生态资源作为旅游核心支撑。屯垦旅游资源

丰富的地区大部分都位于边疆地区，大多边疆地区的自然

地理特点是“山高、草丰、水多、地少”[2]。这种独特的

自然资源为绿色生态旅游提供了优势。通过差异化竞争策

略，能够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5.5  打造屯垦旅游知名品牌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旅游行业已经从传统模式转

变为全域旅游的新模式。传统的旅游营销是以个别景区

为中心的，导致周边区域旅游发展滞后，旅游目的地发

展不均衡。全域旅游时代的营销策略应当以目的地为中

心，整体思考、综合营销、重视口碑、增加游客的重游

率[3]。要利用屯垦旅游资源的优势和独特性，打造屯垦旅

游知名品牌。从而将屯垦旅游推而广之，提高该产业的

盈利能力，促进盈利-投资-再盈利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
实现屯垦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和展望

屯垦旅游有着独特的文化和自然优势，随着西部地

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屯垦旅游逐渐吸引了更多的游

客。然而，当前屯垦旅游面临着知名度低、文化深度不

足、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其发展潜力的充分

释放。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屯垦旅游应注重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平衡，提升品牌影响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并针对季节性波动制定应对策略，以推动旅游业的可持

续发展。通过绿色旅游与生态保护的结合，屯垦旅游有

望在未来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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