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县域旅游规划 旅游规划方案(精
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县域旅游规划篇一

本标准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旅游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关键起草单位：国家旅游局计划发展和财务司、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

本标准关键起草人：魏小安、张吉林、郑光中、杨锐、邓卫、
汪拂晓、彭德成、潘肖澎、周梅。

县域旅游规划篇二

高坪乡属浏阳市近郊，距浏阳市区5公里，距省会长沙80公里，
是一个农业大乡，属丘陵山区，土地资源丰富。境内青山绿
水，植被茂盛，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被誉为湘东第一溶洞
的大型钟乳石洞――古风洞，有天地之称的――浏阳湖；有
闻名世界的浏阳河之源――小溪河；有秀丽而神秘的道教圣
山――白羊山，天岩寨。近年来，高坪乡依托近郊优势，适
时实施旅游兴乡战略，随着20xx年浏阳河第一漂成功运作，
高坪休闲观光农业――“农家乐”随之越办越红火，知名度
越来越高。



目前，全乡“农家乐”发展到44户，投入建设资金近1000万
元，日接客能力达3000人。主要分布在“一河”，“一洞”，
“一线”。其中小溪河流域39家，古风洞周边3家，荷石公路
沿线2家，服务项目大致分为度假休闲、垂钓娱乐、体验生活
三大类。20xx年1―10月份产值450万元，日平营业额超过1.5
万元，日平接客500人次以上，实现利润100万元，解决了200
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同时带动了当地种植业、养殖业、农产
品的迅速发展，服务内容由单纯的吃、住发展到垂钓、打猎、
健身、休闲、劳动等多样化的参与性项目，并逐步实现功能
多样化，休闲农业的发展成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加快产业发展，信息的流通，群众观念的
转变，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器”。

县域旅游规划篇三

（一）怎样在资源上“独树一帜”

龙文化、石刻文化、宋墓群文化、白酒文化、庄园文化、古
镇文化、宗教文化、龙桥文化、民俗文化是泸州旅游资源代
表性符号和打造关键吸引力依靠，但现阶段却存在稀缺性不
强、同质竞争影响等问题，难以形成差异化优势。

（二）怎样在市场上“独占鳌头”

因为资源和产品转化不畅，造成景点资源散、弱，临近区域
内缺乏强有力关键景区支撑，没有能够独占鳌头关键吸引力
产品。

（三）怎样在产业上“重磅出击”

产业发展结构上，第三产业比重弱，对经济快速推进作用还
未发挥。旅游产业要素比较单一，缺乏结构性，产业融合方
面缺乏实际载体，没有形成旅游相关产业链条支撑和互动机
制。



（四）怎样在区域上“关键辐射”

县城所依靠区域总体经济条件较弱和旅游结合度差，没有引入
“旅游引导新型城镇化”和“产城一体化”发展模式，难以
形成以旅游为经济高地，关键辐射和强势带动区域综合发展
大局面。

县域旅游规划篇四

以“顶级品牌拉动、明星景区带动、辅助景区随动、全县整
体联动”为脉络，以区域旅游服务功效完善、区域旅游精品
体系建设、区域旅游整体形象塑造为抓手，紧紧围绕“石刻、
龙乡、名酒”特色，以周围城市群巨大休闲度假消费市场为
主体，以远程观光游客群体为带动和补充，打造中国龙桥文
化体验、南宋石刻鉴赏、龙舞狂欢体验、中国名酒文化四大
精品品牌，努力建设世界级龙桥和南宋石刻艺术展示区、国
家级宋明清古文化体验旅游目标地、四川省特色文化旅游新
高地、泸州市文化旅游示范基地。

（二）思绪亮点

1、发挥文化聚合效应，构建“三五十”文化体系

文化是泸县旅游发展根和魂，绿维创景经过梳理泸县文化资
源，总结出泸县特色文化脉络：三大关键文化体系并存、五
大关键资源齐辉、十条文化脉络贯穿。

2、旅游和新型城镇化深度结合，景区模式带动城市发展

构建旅游开发和城镇建设一体化发展格局，以县城所在地福
集镇为关键辐射周围，形成一个小型旅游城市――福集镇；
四个旅游集散型城镇，牛滩镇、石桥镇、奇峰镇、嘉明镇；
七个旅游功效型城镇，方洞镇、海潮镇、玄滩镇、毗卢镇、
立石镇、百和镇、太伏镇。经过玉蟾山、龙城文化艺术中心



等关键项目标建设，将县城打造成综合景区，成为全县旅游
发展驱动核，带动周围地域。大玉蟾山文化旅游综合体南宋
石刻文化体验街区中国龙桥文化博览园滨河景观带。

3、量身定制分期目标，沿时间轴打造“醉美泸县”经过为泸
县制订出一套分期发展计划，帮助泸县实现旅游强县华丽转
身。

4、正确对接细分市场，带动产品和消费结构升级

旅游产品上，做好老产品升级，新产品开发，和复合产品设
计。发展以自驾产品、生态休闲、宗教祈福为主基础旅游产
品；以文化旅游、乡村旅游、休闲度假为主关键旅游产品，
以创意旅游、节事旅游、运动拓展为主辅助旅游产品。深入
开拓文化消费、休闲度假、乡村旅游、生态观光、宗教祈福
五大市场，并依据客源地域分布发展周末游、专题游、高端
度假游。

5、泛旅游产业发展模式，驱动县域经济全盘发展

采取“异业联合、整合发展”产业发展模式，从旅游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旅游相关产业衍生发展和旅游支持产业延伸发
展着手，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含有高度影响力旅游目标
地，经过配置合理产业链和其它产业形成联动关系，带动整
个区域经济发展。

结语

“川南有龙，久栖于渊。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这是对泸
县真实写照。泸县，就是一条蛰伏已久巨龙，它已经沉寂了
太久，封闭了太久。在目前文化旅游旗帜高张大好形势下，
在县委、县政府战略布署下，经过科学计划，合理开发，我
们相信，在不远未来，这条巨龙已经会崛起于川南，让世界
为之惊艳！



县域旅游规划篇五

区域的形象，往往是以核心产品的形象或大多数产品共有的
形象为基础，结合产品的情景、体验及互动方式，进行提炼；
凸显区域旅游的独特性和游玩吸引力。

营销战略则是对各产品集营销战略的区域整合，从整个区域
出发，依托核心产品的吸引力，以核心产品的营销为主，建
立带动模式，同时考虑不同产品的区域及时场细分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