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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首先对成渝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相关政策进行剖析，再对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进行概述，从川盐古道文化功能、盐文化旅游、

盐文化走廊建设等方面对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相关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然后指出当前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最后从提高品牌影响力、完善配套设施、打造特色文旅产品、改变产业发展模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五个方面提出建设与发展巴蜀古

盐道文化旅游走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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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应不断增强巴蜀消费知名度、美誉

度和影响力，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1]。2022年5月，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

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指出，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是引领区域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打造全国文化和

旅游发展新增长极的重大战略举措，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具体行动[2]。巴蜀古盐

道作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条贯穿中国腹

地的盐运通道与交往桥梁，历史悠久，其沿线文化旅游资源丰

富，具有极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以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为着力点，坚持协同发展、特色发展，打造巴蜀古盐道

文化旅游走廊，推进川渝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一个重要的 

课题[3]。

一、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概述

巴蜀古盐道兴起于唐朝，是一条源于四川东部（今渝东

南），对鄂渝湘黔交汇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的贯穿整个中国腹地

的运盐古道。古道因盐而兴，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的重

要载体，是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纽带[4]。巴蜀古盐道

现主要分为川滇古道、川黔古道和川鄂古道，是一条能与丝绸之

路、茶马古道比肩的文化大道，它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交通建设，促进了各地间的文化交流，并留下了诸多文化遗产，

拥有文化、艺术、旅游、经济等多方面的价值，所以，它不仅是

一条“交通生命线”，更是一条“文化生命线”。

二、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相关研究动态

国内现有文献中，关于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与发

展的相关成果极少，但是巴蜀古盐道文化、古盐道文化旅游等

相关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盐文化的多维研究

陈炜等（2020）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定量分析方法，分析四

川盐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5]。万吉琼（2013）

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对国内盐文化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

析；有学者对四川井盐文化遗产分布、分类及主要代表进行

考释[6]。杨睿宇等（2019）对盐文化以及传播策略进行研究[7]。

孙振涛（2017）对盐文化与文艺、民俗之间的关系及传播进行 

研究[8]。

（二）川盐古道文化功能的相关研究

赵逵（2014）从古盐道的建筑文化与建造技术的传承角度

分析川盐古道上各区域建筑的保护问题[9]。李浩等（2018）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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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案例

分析川黔仁边古盐道的发展，探讨古盐道在形成各民族的民族

认同和国家认同中的社会作用[10]。邓军（2015）以川盐入黔线路

为例，对西南地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路径进行研究[11]。

（三）关于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及发展的

相关研究

赵临龙提出了尽快完善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扩大节点城市

的辐射作用，推动“盐道文化”廊道建设和保护[12]；针对古盐道

周边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问题，龚丹丹提出了对传统村落进

行物质空间修复、消防设施建设、历史环境要素等更新建设措

施[13]；邓军探索川黔渝古盐道沿线需各地协同参与,对其进行整

体性、多层次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路径[14]；高冲从区域合作、资

金投入、旅游产品、旅游资源、旅游扶贫五个方面提出了秦巴古

盐道旅游开发策略[15]；刘彦群，谢天慧进而对川黔渝生态区古

盐道旅游资源深度开发进行SWOT分析[16]。

三、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文旅资源品牌影响力不强

巴蜀古盐道作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

开发价值很高，但品牌影响力远不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同

时，目前与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很少，

古盐道文旅品牌形象不突出，影响力不强，国际知名度不高。此

外，巴蜀古盐道文化尚未得到深入挖掘，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度

不够，还需要对特色旅游资源开发与盐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进行

深入探索。

（二）配套设施不够完善，资源整合度不够

尽管巴蜀古盐道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涉及范

围广，旅游资源相对分散，没有实现规模化、集聚化发展，很多

地方旅游配套设施不够完善，一些地方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不足，各区域间文旅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资源及产品的同质化

现象明显。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建设面临资源整合度不

够、投入不足、体制不畅、硬软件设施及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 

挑战。

（三）特色文旅产品有待开发，旅游附加值不高

目前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相关产品数量少，以古盐道为主

题的旅游线路缺失，特色文化有待挖掘。当前相关旅游产品大

多以游学和研学为主，产品缺乏特色与亮点，竞争力不强，产品

内容多停留在视、听、玩上，缺乏广度和深度，体验性项目较

少，盐文化主题融入度不够，教育意义不强，旅游附加值不高。

（四）产业发展模式传统，文旅融合与区域协作机

制有待完善

在建设巴蜀盐文化旅游走廊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往往

只考虑自身利益，存在利益交叉、主体多元等问题。川渝各地区

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存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较为传

统，文旅融合与区域协作机制不够完善，各地文旅产业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较为突出，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加上疫情

管控时间长，工作效率下降，市场化开发不足，旅游文化内涵提

炼不深，文化价值彰显不够，文化与旅游产品的研发、生产、推

广、销售体系不健全，使得各地文旅融合发展与区域协作机制需

要进一步优化。

（五）相关专业人才匮乏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游消费群体萎缩，旅游市场持续

低迷，川渝地区文化旅游产业遭受重创，文化旅游行业相关人

才流失严重，导致人才资源匮乏。而当前地方政府对旅游专业

人才培养的重视度不够，旅游从业人员缺乏专业培训。巴蜀古

盐道文化旅游走廊建设需要长远规划、区域协作和产业链支

撑，因此需要大量复合型专业人才。所以，实现巴蜀文化旅游产

业的融合发展，推进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急需解决

人才短缺的问题。

四、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与发展对策

（一）激活文化旅游资源价值，打造专属品牌，提

高影响力

巴蜀古盐道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旅

游开发价值和文化传播意义。深度激活古盐道文化旅游资源，

挖掘巴蜀地区盐文化内涵，不仅有利于推动巴蜀古盐道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弘扬本地文化，也有助于推进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基于此，巴蜀古盐道沿线各地应

利用古盐道特色旅游资源打造专属文化旅游品牌，提高社会影

响力。

（二）完善配套设施，串联相关旅游资源

加大巴蜀古盐道周边旅游资源开发力度，通过帮扶手段解

决沿线各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不一致的问题，完善必要的

旅游配套设施。川渝两地需联合协商，对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进行系统规划，通过旅游线路将相关景区、古镇、博

物馆串联起来，在保留其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统一定位，使其围

绕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主题实现规模化、集聚化发展，突显盐

文化旅游资源的特色与亮点，提高市场竞争力。此外，应加大对

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力度，解决投入不足、体制不

畅、硬软件设施不够、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

（三）开发特色文旅产品，提高旅游附加值

打造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相关产品，开发古盐道旅游主题

线路，通过保障产品的多样性、差异化和体验感来提高产品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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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提高旅游附加值。开发文化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应着重突

出产品的特色与亮点，提升盐文化主题的融入度，注重产品设

计的广度和深度，丰富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突显教育意义，主

要围绕古道盐文化进行特色文旅产品开发。产品设计完成后，

还需联合各部门进行市场营销推广，实现文旅产品的商业化 

运营。

（四）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完善区域协作机制，加

大文旅融合力度

各地方政府需加大合作力度，并完善区域协作机制，实施

一体化战略，改变传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加大文旅融合

力度，缩小各地区之间的旅游发展差距，缓解各地文旅产业发

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解决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企业效率

低下、市场化开发不足、文化内涵提炼不够等问题，健全文化旅

游产品的研发、生产、推广和销售体系。

（五）加大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

地方政府应提升对文化旅游相关人才的重视程度，给当地

文旅产业从业人员提供更多培训机会，在防止本行业人才外流

的同时，积极招募和引进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所需要

的复合型、创新型旅游规划或产品开发类人才。同时，也可在当

地旅游院校开设相关专业课程，或将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产品

开发作为高校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之一，通过校地企合作、举

办策划类比赛或进行专题培训等方式，与高等院校、企业等机

构联合培养文旅人才。

五、结语

建设与发展巴蜀古盐道文化旅游走廊，是凸显地方特色、

传播本地文化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传承与保护当地文化资源，

有利于快速发展地方经济，有利于唤起巴蜀人民的文化记忆，

有利于促进川渝地区文旅产业的协同发展和转型升级，具有重

要的建设意义和开发价值。

（作者单位：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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