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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今年春节期间，我县围绕道口古镇开展了丰富多采的

文旅活动，如道口古镇火神庙会、“春满中原·老家河南”主题

活动等，不仅提升了古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古镇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同时也带动周边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品

牌形象的人文内涵不足、新媒体传播效果有待提升、景区建设和

管理仍有欠缺，创新和特色不够显著，不能够很好满足游客的多

样化需求，难以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我县提出的“九化

举措”其中之一就是“文旅特色化”，特色化的营销推广，是助

推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各地文旅“出圈”

“走红”“爆火”现象不断，建议做活文旅营销，创新发展“旅

游+”新业态，促进道口古镇景区提质升级，带动更多相关产业

发展。

具体建议：一是旅游+文化。打造文化主题景区，如非遗文化展

示区、历史文化街区等，提升景区的文化内涵。道口古镇内保存

着隋唐大运河滑县段、大王庙等名胜古迹，完整保存着清代商贸

街巷（顺河街等）和许多清代的商铺、住宅院落，建议建立历史

文化研究专业团队，加强对古镇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研究。通

过考古发掘、文献整理等方式，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加大对文化旅游景点的投入。

二是旅游+影视科技。运用现代科技如虚拟现实等丰富游客

的体验。结合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成功案例，道口古镇同样



可以探索并应用虚拟现实（VR）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现其

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风貌。设立专门的 5G 沉浸式体验区，为

游客提供无延迟的虚拟现实体验，开发专属 VR 内容，体验“穿

越回古代道口”，让游客仿佛置身于古镇的历史场景中，感受古

代的生活气息和文化氛围。

三是旅游+文创商品制造业。“旅游+滑县道口古镇文创商

品制造”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和发展潜力的领域。道口古镇作为国

家级 4A 景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

为文创商品制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可将非遗项目比如锡

器制作、木版年画、安绣等融入文创商品制造中，打造具有地域

特色的文化产品。通过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实体店铺进行销售，

拓宽销售渠道，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是旅游+教育。利用古镇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开展

研学旅行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古镇的历史和文化氛围。学生既

可以学到家乡的文化又可以作为家乡文化传播者。比如在古镇内

或者周边学校开设与古镇文化相关的特色课程，像历史、艺术、

民俗等，加深学生对古镇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举办以古镇文化为

主题的教育活动，比如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等，激发学生的参与

热情，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表达能力。

五是旅游+艺术。道口古镇旅游与艺术的结合，将使古镇

的文化内涵得到进一步提升。欣赏古镇美景的同时，又能感受到

艺术的魅力，比如设置一些与古镇历史和文化相关的艺术作品，



像雕塑、壁画等，以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感。鼓励本地艺术家创

作与古镇相关的艺术品，像手工制品、绘画作品等，并在古镇内

设立销售点，让游客可以将这些艺术品带回家作为纪念。通过音

乐、灯光等元素的运用，营造出一种温馨、浪漫的艺术氛围，让

游客在游览古镇的过程中，能够沉浸在艺术氛围的古镇。

六是旅游+设施。引入先进的旅游管理理念和相关配套设

施。增加休息区、卫生间、垃圾桶等设施，保持景区的整洁卫生。

引入智能化服务，比如智能导览系统、在线讲解小程序等，提高

服务效率。增设与古镇文化相契合的游乐设施，比如古代兵器体

验区、灯光秀、游船等，以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