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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河南节庆旅游历史悠久、类型丰富、地域集中 , 但目前旅游开发中存在时空布局不合理、市场化运作程度低、文化内涵挖掘不
够、民众参与程度低等问题。并提出政府角色转型化、操作模式市场化、时空布局合理化、节庆效益双重化、节庆参与大众化、节庆主题
特色、节庆培育品牌化等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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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节庆, 也称旅游节日盛事活动 , 是指规模不等、有特

定主题、在特定的时间和同一区域内, 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

既能吸引区域内外大量的游客, 又不同于人们常规的生活、

活动和节目的各种节日庆典、集会、交易会、博览会、运动会、

文化生活等[ 1]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悠久的历史

为河南留下了极为珍贵和丰富的文物古迹, 也为河南提供了

丰富的节庆资源, 有传统节日、法定节日和各种纪念日等。

但河南省节庆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笔

者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以推动精品节庆活

动, 将节庆旅游的蛋糕做大做好, 促进全省节庆旅游的长足

发展。

1  河南节庆旅游的发展现状

1 .1  历史悠久 河南节庆旅游起步于1980 年代 , 河南省洛

阳市于1983 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节庆旅游———牡丹花会 ,

吸引了无数中外客商和游人, 被列为全国24 个重大旅游节

庆之一[ 2] 。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等 ,

造就了河南丰富的节庆资源。近年来, 河南节庆旅游活动发

展迅速 , 涉及面广。

1 .2 类型丰富  河南的节庆在总数和类型上是相当丰富

的, 涉及寻根朝拜、民俗旅游、区域文化、生态观光等多个方

面, 按照节庆主题大体可分自然景观、地方物产、民俗风情、

特色文化、科技体育和综合型6 种, 其中“自然景观”、“特色

文化”和“民俗风情”所占比重较大。①自然景观。洛阳牡丹

花会、中国开封菊花花会、嵩山国际登山节、焦作山水国际旅

游节、洛阳伏牛山滑雪节、鄢陵花木博览交易会、中国鸡公山

避暑节、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小浪底观潮节、郑州月季花

会。②地方物产。河阴石榴节、新郑枣乡风情游、中牟西瓜

节、郑州樱桃节、中国信阳茶叶文化节、灵宝金城果会。③民

俗风情。岳飞庙会、老子诞辰纪念活动、浚县古庙会、登封中

岳庙庙会、碑林轩辕黄帝祭祖庙会、太昊陵庙会、白马寺钟声

迎新年、达摩祖师祭奠庙会、开封元宵灯会、开封东京禹王大

庙会、郑州城隍庙庙会、新郑九九重阳拜祖节、新郑轩辕黄帝

拜祖大典。④特色文化。关林国际朝圣大典、河洛文化旅游

节、国际周易研讨会、殷商文化旅游节、炎黄文化旅游节、宋

都文化节、宝丰十三马街书会、杜甫故里诗歌文化节、周口淮

阳中华姓氏文化节、濮阳龙文化节、商丘木兰文化节。⑤科

技体育。中国温县国际太极拳年会、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

节。⑥综合节事。中国郑州商品交易会。

1 .3 地域集中  河南的节庆从地域上看相当集中, 初步形

成了以省会城市郑州为核心向四周扩散及以市区为中心向

市辖区县扩散的相对集中局面。如在郑州举办的节庆有中

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郑州樱桃节、郑州城隍庙庙会、中国

郑州商品交易会等; 在开封举办的节庆有宋都文化节、碑林

轩辕黄帝祭祖庙会、东京禹王大庙会、菊花花会等; 在洛阳举

办的节庆有牡丹花会、白马寺钟声迎新年、小浪底观潮节、河

洛文化旅游节等。以上每个市都有2 ～3 个主要的节庆活

动, 大多都是省会郑州的周边城市。在郑州市辖县也有丰富

多彩的节庆活动, 如在新郑举办的节庆有九九重阳拜祖节、

炎黄文化旅游节、新郑枣乡风情游等; 在荥阳举办的节庆有

红叶节、桃花节、杏花节等。

2  河南节庆旅游发展存在问题

2 .1 时空布局不合理  从节庆举办时间节点上看, 河南的

节庆旅游大多安排在春季的4 、5 月份和秋季的9 、10 月份以

及春节前后, 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而这些时段也正是旅游的

旺季, 时间过度的集中对城市交通、住宿等势必带来一定的

影响, 对承办地的接待能力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同时过

多的节庆集中于某个时段, 势必产生强烈的客源分流效应。

从节庆举办历史延续性看, 河南目前大小节庆累计近50 个 ,

数量不少但规模较小 , 有影响并能持续举办的少之又少。实

践表明, 节庆举办历史越长, 知名度越大, 产业辐射效应越

大。如洛阳牡丹花会已成功举办26 届, 吸引6 000 多万海内

外的游客, 有800 多亿资金成交于此 , 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

节庆之一[ 3] 。河南其他城市, 有此规模和规格的节庆很少。

从节庆举办的城市看, 当前河南各个城市都在举办节庆活

动, 在空间上遍地开花, 但却没有形成明确的地域分工 , 空

间竞争激烈。同时, 河南省的节庆在举办地上呈现扎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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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主要分布在郑汴洛一带, 还有一些在焦作、安阳、淮阳等

地, 分布较为分散, 节庆间关联度较小, 衔接性较差, 个性不

够鲜明。

2 .2 市场化运作程度低 当前 , 河南影响力较大、知名度较

高的节庆几乎都由当地政府一手承办, 如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由郑州市、新郑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焦作国际太极拳年会由

焦作市人民政府承办; 安阳殷商文化节由安阳人民政府举办

等。政府节庆干预过多, 在很大程度上按行政方式运作, 较

少遵照市场规律。从策划设计、宣传包装、接待宴请等一系

列具体业务都由自己操办, 而较少考虑由专业公司来承办。

政府主导模式虽适应河南目前的实际情况, 但政府主导变成

了政府主干、政府主财, 由于单一的行政手段排斥了多元的

市场操作, 造成节庆活动的运作成本过高, 财政负担过重, 经

济效益不明显等问题。

2 .3 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文化可以提升节庆的品位, 而旅

游节庆活动是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城市节庆活动与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相结合是其生命力所在[ 4 - 5] 。但河南目前

的节庆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以“文化搭台 , 经济唱戏”为目

的,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忽略了文化内涵的挖掘, 或者文

化为经济搭起桥梁后就退居幕后 , 经济利益成了压倒性的重

头戏。很多地方在传统的节庆活动中加入过多的商业炒作

成分, 不管什么主题的节庆, 大多有一些模特大赛、演唱会、

健美赛等与主题相关性不大的活动。这样的活动虽然热闹 ,

但是几乎缺乏深厚的文化内涵。可能会为当地带来即时的

经济效益, 短期之内可能会增加亮点, 但长远来看会有损节

庆活动的主题。

2 .4  民众参与程度低 节庆活动的魅力不在于组织者为节

庆活动安排的活动项目, 而在于亲临其境感受满街的人文气

氛[ 6] 。节庆活动本质就应该是一个百姓参与的活动, 它根植

于民众之中, 更需要民众的互动和参与。节庆文化活动首先

应是群众参与、群众享受 , 如果当地人不喜欢这个节日, 那么

这种不喜欢的消极态度很快会波及到游客身上, 这个节日在

游客心中就没有价值了[ 7] 。而当前河南一些地区的节庆仍

以领导发言和应景式的歌舞表演开幕, 之后就是千篇一律的

经贸洽谈和平淡无奇的参观, 这些没有现场群众气氛的节庆

缺乏众多市民真正的参与, 给游客的经历也是残缺不全的 ,

易混淆的 , 或是空洞的。在这方面河南旅游节庆的主办和承

办方 , 需要创新思维和扭转观念, 切实把节庆办成市民的

节日。

2 .5 主题特色不够鲜明  主题是旅游节庆的灵魂, 对于节

庆活动的参加者来说, 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产生吸引

力的根本所在。河南省的节庆活动虽然形式多样、种类繁

多, 但是由于主题雷同、缺乏特色, 导致了很多城市节庆活动

寿命短或效益不好。比如以桃花节、杏花节、槐花节、采摘节

为主题的节庆活动在郑州的荥阳市、新密市和郑州的中原

区、惠济区近距离重复[ 8] 。城市节庆活动要作响, 市场要做

大, 靠的就是独特的主题。这种主题选择雷同、缺乏创新、活

动内容大同小异的旅游节庆, 缺乏旅游吸引力 , 难以真正起

到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的作用。

2 .6  对外宣传力度不够  开展节庆活动首先要注重调查游

客需求, 注重和客源市场沟通, 并要制定营销策略和促销计

划。河南的节庆活动还只停留在注重产品的阶段 , 尽管开展

了大规模的宣传, 但前期的游客调查和客源市场的系统研究

明显不够, 因此宣传和促销也很难到位 , 缺乏系统的营销计

划和战略。宣传力度不够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客源构成

上, 河南除了少林武术节和牡丹花会外 , 大多节庆活动都以

当地居民为主, 周边及其他省份乃至海外旅游者相对很少 ,

参与的形式也以散客为主, 团队较少, 这说明在宣传、包装和

促销上亟待提高; 二是品牌意识上, 品牌意识严重不足。如

自古“洛阳牡丹甲天下”, 但2006 年“中国牡丹城”却花落山东

菏泽, 这些例子在河南屡见不鲜。

3  河南节庆旅游发展对策

3 .1 政府角色转型化  由于旅游节庆涉及的环节多、组织

工作复杂, 政府仍将发挥主导作用, 应建立由省政府主要领

导牵头、省旅游局负责运作的节庆管理协调机构, 将工作重

点放在宏观调控、资源整合、信息发布、市场号召、政策扶持、

组织协同方面, 具体的策划和运作交由专业节庆公司完成。

政府从总揽全局的高度整合各方力量, 扶持并培育企业成为

节庆举办的主体, 按市场机制配置节庆资源, 逐步形成市场

化运作机制 , 如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社会参与、多方收益的

市场机制[ 9] 。政府应以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为载体 , 建立旅游

宣传平台 , 应确定一批省级精品节庆( 提高层次, 纳入国家重

大旅游节庆目录) , 对省里确定的精品节庆给予重点扶持, 举

全省之力精心打造, 各地市也应选拔确定一批地方节庆, 作

为河南节庆体系组成部分。同时, 应针对旅游节庆发展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并形成一套科学完备, 有

利于上述方案实施的政策保障体系。

3 .2  时空布局合理化 河南旅游节庆在时间安排上应体现

序列化, 由于某些旅游资源本身的季节性, 旅游节庆活动的

开展则为该地旅游的可持续开展提供了载体。因而河南省

节庆管理协调机构在策划旅游节庆活动时, 应注意节庆活动

在时间上的有效协调。要注意节庆活动举办时间上的衔接

性, 将节庆活动均匀分布在一年四季的各个时段之中, 构建

四季节庆体系, 营造持续的旅游气氛。为城市旅游业提供新

机会, 拉动淡季的旅游市场经济。在空间安排上应体现集群

化、分工化 , 节庆举办地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 , 在节庆旅游开

发时, 可以进行资源整合 , 形成立体节庆体系 , 以一次性节庆

拓展节庆产业, 通过省内联动实现空间布局协同化。如河南

很多有黄帝文化遗迹 , 但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举办黄帝文

化节。所以在节庆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节庆协调管理机构要

打破地区界限, 理顺利益关系, 共同推动节庆旅游。同时, 应

加强对全省节庆的统一规划管理, 注重挖掘地方特色, 以形

成互补性强、特色鲜明的节庆地域分工格局。

3 .3 操作模式市场化  节庆活动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 就

是由各种社会力量来组织运行, 政府只起辅助作用。凡是举

办成功的节庆旅游活 , 无一不是面向市场。洛阳牡丹花会之

所以能延续下来, 原因在于成功引入市场机制。河南其他地

方也应采用市场化机制举办节庆旅游活动, 促进市场功能开

发。在实际操作中, 应将节庆旅游作为一个独立的旅游产品

或品牌来经营, 并重视节庆活动的群众性、观赏性、自发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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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性; 节庆的主题、内容和形式要在充分了解游客的欣赏

爱好和审关情趣的基础上决定; 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将旅

游节庆与商贸活动结合起来, 同时应遵循资金筹措多元化、

活动承办契约化、管节办节规范化市场化等市场经济的基本

规律和原则。

3 .4  节庆效益双重化 节庆旅游作为文化和经济的载体功

能是同时进行、同时实现且不可分割的。举办旅游节庆活

动, 展现的是多姿的文化色彩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离开了文

化内涵, 节庆就会停留在较低档次上, 不会有较快、较好的发

展前景; 而没有经济内容的节庆是没有生命力的, 路子必然

会越来越窄, 最终失去竞争能力。如果把节庆活动看作是一

个生命体的话, 那么本土的民间传统文化就是其基因、血缘 ,

这也是节庆活动所应反映的朴素和本真的气质[ 10] 。如果节

日不能从某种程度上正确反映当地人一些实质和灵魂性的

东西, 那么它给游客的经历将是残缺不全的、易混淆的, 或是

空洞的。放弃对商业利润和影响力的专注追求, 将节庆办成

一个居民所喜闻乐见的节日庆典 , 才不至于扭曲节庆应有的

气质, 使节庆变得扭捏造作。河南省在举办各项旅游节庆活

动时, 应摒弃过度重视经济效益的短视行为, 切实从保护地

方文化的高度重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问题。

3 .5 节庆参与大众化  节庆旅游要实现大众化, 就必须摒

弃“领导坐台、明星跑台”、“旅游搭台、经贸唱戏”的陈腐作

法, 应面向民众、根植民众, 坚持开门办节, 办大众化的节。

只有根据市场需求, 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才能吸引

当地居民的参与, 进而使游客能从亲身参与中感受节庆旅游

的美好和快乐, 这样才能聚集人气、活跃节日气氛, 吸引游

客。正如西班牙潘普罗那市市长所说“节庆的魅力不在于市

政府为奔牛节所安排的156 个活动, 而在于亲临其境感受节

庆的人文氛围, 在于与众多的能够参与并陶醉于节庆的人群

为一体的机会中”。在操作上具体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是

摒弃举办方向公众赠票的方式, 以其所带来的相关产业的经

济收入为支撑, 鼓励公众参与其中, 逐渐扩大声势和影响范

围; 二是节庆旅游中的部分项目由公众展示; 三是尝试社区

建设, 联合举办地各社区之力, 让市民广泛参与; 四是开门办

节, 在旅游节的筹备及举办过程中, 应鼓励市民和旅游者来

电、来信对旅游节活动的提出各种建议和设想 ; 五是要始终

坚持贴近生活, 符合需求, 抓住热点 , 以百姓喜闻乐见、踊跃

参与、真心接受的欢快形式, 营造节庆活动氛围。

3 .6 节庆主题特色化  一定要在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文化

特色、时代特色上下功夫、做文章, 把节庆办成时代性强、有

特色、有新意的时尚性节日。应在评价当地旅游资源和历史

文化资源特色、产品与服务质量以及分析目标市场的构成及

兴趣的基础上, 寻找具有“唯一性”、“特殊性”的节庆主题, 紧

扣当地形象定位, 确定主题内容。在选择主题时, 要有较为

宽泛的文化背景( 如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

化、饮食文化等) 作基础[ 11] 。在确定节庆名称时, 应有鲜明性

和包容性, 使中外宾客一目了然, 并使他们感到自己身处主

题范围之内。主题确定之后, 在内容上应注重地方文化的挖

掘, 在形式上要注意注入新的文化元素 , 活动内容也应在常

规项目不动的基础上更换一些更富有时代特色和创新的项

目, 使每届参加的游客都能获得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从而把

地方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活动表面的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

3 .7 节庆培育品牌化  节庆活动作为潜力无限的旅游产

品, 要参与竞争、做大做强 , 就需要政府主导、着力培育和宣

传, 实施品牌战略, 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形式、内容、规

模、组织上不断探索新思路、亮出新举措、创出新特点, 使节

庆活动的内涵丰富完善、自我超越, 以“新”铸品牌 , 以“新”聚

人气, 年年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河南省应充分利用已

有节庆在资源、文化、旅游政策和产业信誉等方面的优势, 从

打造品牌化、多元化、系列化的节庆旅游产品战略出发, 在节

庆举办时间内, 以市场为导向, 围绕节庆主题 , 通过整合当地

资源、经济、产业、文化等要素, 进一步规范节庆旅游产品, 提

高产品质量、档次 , 增强其竞争力, 并向国内外市场进行全方

位的推介, 以逐步形成一批不同类型的、高端市场和大众市

场协调发展的知名节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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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大胆地尝试[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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