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9 卷　 　 第 1 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Vol. 39　 No. 1
2022 年 3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22

[投稿日期]2021-12-11
[基金项目]2021 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 2021-ZZJH-338)
[作者简介]冯娟(1987-),女,河南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乡村旅游规划。

通讯作者:赵俊远(1979-),男,河南禹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规划与开发。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冯娟,赵俊远

(信阳学院
 

商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近年来,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已成为乡村宝贵的旅游财富,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已逐渐发展为

振兴乡村经济、文化、生态的强大促进力。 然而,在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复兴过程中,却也受

到工业化、城镇化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内外部冲击,面临文旅产品整合创新不足、产业布局缓慢等与

旅游发展融合不畅的复杂困境。 鉴于此,该文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困境进行具体化

分析,并根据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性提出文化遗产资源整合规划、保护开发并举等可行性乡村文旅

融合发展路径,以期有效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旅游业发展困境,助力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乡村

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有效化开发、全方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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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作为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遗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其保护、传承、利
用、开发应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更可成为全人类

共同分享的成果。 把握和保护好乡村文化遗产资

源,不仅涉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更是推动

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关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

出,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文化遗产资源作为历史文化财富、精神财

富,是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 传统文化繁荣发展、
文化自信的高度树立,是确立文化强国的重要基

石[1] 。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的融合,对延

续乡村文化命脉、激活乡村文化魅力、推动乡村经

济发展、提高乡村居民收入、彰显乡村文化特色等

具有重要意义。 文旅融合作为乡村文化遗产资源

开发利用的重要实践形式,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乡

村建设过程中,但也出现了不少融合发展问题,制
约乡村文化振兴。 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创新整

合文旅产品、整体规划布局乡村文旅市场、推进文旅

产业一体化建设成效、加强文旅资源的品牌建设等

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思路,助力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

可持续、创新性保护与传承。

一、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赋能
逻辑

　 　 乡村是农耕文明的载体,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根基、灵魂和精髓[2] 。 保护并利用好农耕文

明延续下的遗产资源,不仅是每一个村民的责任,也
是中华民族儿女的共同责任。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经

过近年来的路径探索,已发展为乡村文化遗产资源

保护和传承的有效路径。 开展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

旅游开发融合实践路径,不仅可以保护和传承好乡

村传统文化,还有利于推动乡村旅游业结构优化,激
活乡村经济发展活力。

(一)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是社会历史变迁遗留的宝贵

文化财富

　 　 乡村文化遗产经历千年的风霜巨变,经历从古

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文化积淀,乡村风貌、乡村住

宅、文化遗址、乡土人情等都是乡村文化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乡村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孕育着具有历史

人文气息的资源,是社会不断变迁、历史不断推进、
社会不断进步的显性象征[3] 。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是

在社会一切宏观与微观运作下,在社会结构、社会关

系、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社会结

构的变化下不断演变沉淀积累的宝贵文化财富,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文明进步的映照,具有无法估量的

历史价值、人文价值、收藏价值、研究价值和保护价

值。 这些乡村文化遗产资源蕴含的多重价值都是文

化旅游开发的先决条件,是当代旅游消费者十分欢

迎和需求旺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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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融合是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价值观体现

　 　 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生活获得极大程

度的改变,生活、学习、工作等智能化水平实现了飞

速提升,同时也给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带来了不可抹

去的痕迹。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是研究历史、记录文

化的宝贵实物资料,是传递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是
人类发展进程中生态变化、文化积淀不可或缺的部

分[4] 。 提倡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不
仅是尊重历史的表现,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

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

山银山。 强调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发展经济。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落实乡村文化遗产

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正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

述的具体体现,是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现实举措。

(三)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

的有效路径

　 　 做好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动态发展与传承保

护,不仅有助于当地村民改善生活条件,还能培养乡

村群体丰富的文化精神。 2018 年,国家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强调要坚持乡村

全面振兴,坚持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坚持因地制宜、
循序渐进[5] 。 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对乡村振兴的重

视程度,对乡村振兴的决心。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作

为乡村振兴的突出优势,必须且有必要服务于乡村

振兴战略,通过资源优势转化为政治文化优势、地域

优势、产业优势等,助力乡村旅游业发展,实现现代

文化旅游区建设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双丰收。

(四)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融合是激活文化带动

乡村经济的引擎

　 　 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是非遗传承和创新的客

观要求和逻辑延续,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产业兴旺

目标的重要途径[6] 。 加强和整合乡村文化遗产资源

保护和开发,引进专业学者规划好乡村文化遗产旅

游规划,让文化遗产资源通过与旅游业融合成为乡

村经济的新支撑点,不仅能够造福乡村居民,提升村

民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还能促进周边地区餐饮业

与民宿业的发展,形成规模效益,提升服务业给乡村

带来的经济效益。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和谐环境氛

围中往往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做好对乡村内在

文化的挖掘,激活乡村文化旅游市场,提升旅游业对

当地经济的贡献率,已发展为一条助力乡村高质量

发展的致富之路。 由此可见,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

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产业的相融合,是长期实践

积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明智之举。

(五)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融合是文化旅游创新

发展的有益探索

　 　 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

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被誉为“朝阳产业” [7] 。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传统观光旅游持续增长的同时,休闲

游、个性游、文化游、乡村游等新型旅游模式开始加

速发展,并吸引了大量旅游消费者的关注。 旅游新

业态的强烈需求,催生了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寻
求文化层面上的享受已成为当前旅游者的新风尚。
在此基础上,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所蕴含的文化属性、
艺术价值、视觉价值等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加速融合,
不失为对文化旅游创新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新尝试,
这不仅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还有利于为文

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传承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扶植等。

二、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发展
的现实困境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在与旅游开发融合过程中,
首先应强调在传承性、保护性原则的基础上再进行

有效开发与利用,立足现代文化环境融合创新。 然

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意识流变与举止行为,追求

纯经济效益以及工业化、城镇化、高物质化建设的影

响,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在当前开发利用过程中却出

现了被不合理、不合规利用的问题,引发了文化遗产

传承与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之间的矛盾,阻碍了乡村

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之间的融合。

(一)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产品整合薄弱,乡村旅游消

费低迷

　 　 乡村文化遗产相对于景区这类文化资源专业化

运作者而言,在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与开发上还有

很大差距,尤其是产品化运作效率较为低下,这不仅

影响乡村文化遗产品牌价值的提升,也不利于文化

旅游产业化布局的开展。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分布较

为分散,集中度不高,规模相对较小,专门从事乡村

文化遗产资源产品化开发的人员或企业也呈现出小

规模化,这些都不利于文旅产品的营销化、规模化、
扩大化。 同时,依托乡村文化遗产资源而设计的产

品种类较少,其中对文化元素的汲取也较为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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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乡村文旅产品打不开知名度,由文化资源转变

为经济资源的转换率不高,不利于促进乡村文化遗

产适宜性开发。 部分乡村文化旅游消费低迷,不仅

无法带动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也没有充

足的资金对文化遗产进行再保护,使乡村旅游面临

恶性循环的风险。

(二)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整体规划不足,监管松散

　 　 乡村文化资源是特殊的旅游资源,具有类型多

样、载体多元和内涵丰富等特点,这也直接决定了乡

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的融合充满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十分容易引起多方矛盾[8] 。 针对容易出现

的矛盾问题,不但要依靠市场供需作用进行调节,更
离不开政策支持。 然而,许多乡村居住人口较分散,
且文化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乡村管理者对乡村文化

遗产价值的认识度不足,导致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

没有形成较为统一且有发展前景的方案,缺乏对文

化遗产资源的思想认知。 规划上的不充分、不系统,
将直接影响乡村文化旅游开发潜力与持续发展。 同

时,由于乡村处于城市边缘地带,政府对乡村文化遗

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缺乏全方位监管,制度规定

上存在一定漏洞,容易引发资源过度商业化现象。

(三)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质量欠佳,产业布

局缓慢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

能够繁荣乡村旅游市场,形成一条乡村产业链,同时

也会为文化遗产资源项目的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如
果发展较为顺利,两者将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然

而,结合当前南北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

实况,可以发现许多乡村文化旅游热是近些年才兴

起的旅游项目,开发时间较为短暂,经验正处于积累

的初级阶段,这也导致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程度

与质量还无法保障。 有些投资者仅看到乡村旅游热

的兴起,便盲目在乡村进行旅游开发,存在被逐利驱

赶下的短期投资行为,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

没有全面了解、周全考虑,容易以破坏生态环境、文
化遗产为代价推进旅游开发,最终影响乡村整体文

化遗产开发质量。 除此之外,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

旅游开发尚处于摸索阶段,产业化开发传承模式还

不成熟,自上而下、自中心辐射周边的产业布局还未

成形,乡村居住者靠文化资源带来的收益还不稳定。

(四)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新媒介联通性差,资源挖

掘率低

　 　 当前,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

增加,促使旅游行为从单纯的观光游玩向深度文化

挖掘旅游性质转变,开始注重旅游过程、旅游形式,
旅游目标的文化性、知识性和思想性等。 近年来,数
字化技术、数字化资源开始贯穿于民众的生活、学
习、娱乐、工作等各个环节,也从侧面改变了旅游业

态,云旅游、话题游、线上游等旅游项目与新媒介融

合发展的新模式开始逐渐推广起来。 但是,乡村文

化遗产与旅游开发融合下的乡村游模式因受限于关

注度少、数字设备低端、交通便捷度不高等,导致乡

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与新媒介联通性能较差,在微

博、微信、抖音等数字化平台上曝光机率较少,影响

力十分有限。 在一个人人都是网络分享者、参与者、
制作者的时代,没有较好的媒体宣传力度,将无法实

现乡村文化资源的深层次挖掘与高效保护。

(五)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品牌建设认知度低,缺乏文

化自信

　 　 根据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 相关数据统

计,开展乡村旅游接待服务的村落占比很低,村民对

文化遗产资源的附加价值认识还比较浅薄,同时乡

村基础设施、基础社会服务还处于较低水准,对建立

文化品牌、提升旅游者体验感等还有待进一步加

强[9] 。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充分保护与利用,需要

依赖旅游品牌价值来塑造与繁衍。 然而,目前多数

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地区,对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宣传

与文化形式的策划都缺乏品牌战略眼光,主要通过

传统店铺、周边附近的口碑来增加知名度,对外宣传

营销工作不到位,对自身文化遗产资源价值没有清

晰认识,乡村居民普遍缺乏品牌建设能力和高度文

化自信,没有从内心深处明晰文化遗产资源的受欢

迎程度与传承价值,从而更无法实现持久的文化传

播力度和广度。

三、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发展
研究路径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历
史、人文价值,在遵循文化遗产资源原真性、多样性、
精品化保护的原则下,社会各界都应积极参与乡村

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针对乡村文化遗产资

源与旅游开发融合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现实困境,
有必要展开具体性、针对性的研究,探索乡村文化遗

产资源具体化保护和合理化利用的实践路径,从而

真正服务于“三农”建设,助推文旅融合新理念、新资

源、新机遇的一体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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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态传承乡村文创作品,建设乡村文创旅游基地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类的感性存在,不具有

实质性,往往需要通过物质载体来具体呈现[10] ,乡
村文化遗产资源要想深入人心,达到较好的识别度、
知名度等,必须要创造出不同于其他文遗资源的独

特文创产品,通过文创产品外在设计表现文化遗产

的多重内涵与情感体验,建立起旅游者对文创作品

的喜爱之情。 首先,应联合政府、社区、乡村等多元

主体,制订建设乡村文创基地的实施方案,从图纸设

计、区域规划、游客定位、目标市场等角度入手,结合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做好文创旅游基地的前期开

发与后期运营,以建立集文化、旅游、吃住、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基地为目标。 其次,做好文化遗

产资源创新产品开发,依靠文创产品的销售打开对外

旅游市场,吸引更多喜爱文化、敬畏历史的旅游者,通
过产品的内在价值增强旅游者的归属感、好评度。

(二)加强乡村文化遗产资源规制政策,强化政府统

筹监督效能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离不开政府的整体统筹、具
体指导。 首先,加强政府的顶层规划设计,做好不同

区域文化遗产资源的规划方向,使乡村文化遗产资

源开发有全局上的根本遵循。 其次,政府应组织专

家学者、文化遗产资源保护者、非遗传承人、乡村建

设骨干力量等,商讨制订适宜不同性质文化遗产资

源开发的不同方案,实施“一域一特色,一乡村一政

策”的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具体指导性政策,使乡村旅

游发展有目标、有规矩、有活力。 再者,强化各级政

府的监督作用,发挥不同层级部门对乡村文化遗产

资源的督导、检查作用,防止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过

程中过度商业化,而丧失文化本真性。 乡村实际居

住者应出台破坏乡村发展、危害文化遗产安全的惩

罚性措施,以便对不良旅游者进行口头或行动上的

惩戒,更好守护乡村文化、乡村自然、乡村安全。

(三)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开发并重,形成“乡文

旅”一体化产业链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面临着不断消逝的挑战,保
护好历史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资源刻不容缓。 在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驱动下的产业发展多数以利益

最大化为目标,在这种经济环境的作用下,要做好乡

村文化遗产资源和旅游开发的融合以及产业化布

局,必须树立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资源发展乡村经

济的坚定意识,牢牢把握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传承与

开发并重的基本前提[11] ,再进一步考虑乡村文化遗

产资源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其次,发展全域范围内

乡村文化游精品路线,布局区域内乡村文遗资源的

多元化参观游览点,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同时,在整

条旅游线路的不同村落内构建不同侧重点的文化旅

游形式,通过乡村集会、民俗展演、特色文创产品示

范街,以及参观乡村博物馆、游览乡村民居、品味特

色美食街区、体验乡村民宿住宅等创新旅游形式,进
一步形成“乡文旅”一体化产业链,让文化资源创造

经济价值,旅游收入反哺于文遗资源保护,提高文旅

产业融合度。

(四)强化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新媒体融合,布局线上

文遗游览项目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的融合需要自身

具备强大的综合价值,才能获得政府支持、社会帮

扶、游客消费等。 实现乡村文遗资源的生产性保护

与开发需要到位的宣传、创新的媒介,应深度挖掘独

特文化基因,活用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多样性价值,
通过新媒介充分展示不同于实地观赏的视觉文化魅

力。 首先,增加宣传力度,通过新闻传播、广告宣传、
自媒体营销、个人或传媒企业等开展不间断的文化

宣传,创造性地策划具有凸显乡村文化遗产特色、表
达生态文化优势的大中型活动,实现媒介资源与文

化旅游资源的深度融合。 其次,利用数字化视听技

术、云媒体等平台,展开云旅游直播,布局线上乡村

文化遗产旅游项目,通过专业导游、央视融媒体、地
方有影响力媒体间断性介绍当地乡村文化遗产,推
动虚拟旅游,进一步提高旅游者实地游玩的兴趣,借
此促进乡村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

(五)提升全域乡村文化遗产体验度,塑造乡村文化

遗产旅游品牌

　 　 经济全球化使人们对美的追求和探索风向转向

对传统技艺与文化的挖掘[12] 。 乡村旅游业只有深

度满足旅游消费者对文化遗产资源的体验需求,寻
找、创造代表文化符号的新产品为旅游者赋权,才能

真正建立起与旅游消费者沟通的桥梁,才能真正实

现乡村文化与旅游双丰收的目标。 首先,根据旅游

者喜好与需求,整合乡村文化遗产资源,重点开发游

客体验度良好、特色优势明显、影响力大的文化遗产

项目,通过抓住主要项目、特色项目,提升游客旅游

舒适度、满意度。 其次,通过打造手工文旅创作聚集

地、文化遗址地个性化宣讲、学习体验文化遗址保护

实验区等创新性或亲身性体验项目,增进旅游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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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的亲近感。 此外,加强乡村文化遗产

品牌建设,挖掘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中可塑造项目,无
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实物载体式文化遗址,通
过举办文化活动、申请文遗保护区、引进外界投资等

手段,培育一批归属于乡村的知名文旅品牌,不断赋

予乡村文化遗产更多的附加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

作为新时代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部署,不仅得到国

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还吸引了不少资本雄厚企业进

行旅游资源开发。 乡村旅游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新时期全力推进的旅游项目,对当地乡村经

济建设、文化传承等将产生积极综合效益。 未来,
乡村旅游如何凭借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向纵深、特
色、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如何适应新时期消费群体

的多元化需求,如何保护和传承好乡村文化遗产资

源焕发活力,应是乡村建设参与者、研究者重点探

讨的问题。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不可复制性、稀有

性、内涵性等特性的凸显,需进一步深化与旅游开

发融合,才能让旅游者、乡村居民、社会各界深刻领

悟并珍惜其文化传播功能与丰富内在价值,帮助恢

复乡村生态文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

实现。

参考文献
[1]江娟丽,江茂森.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旅游开发的耦合

逻辑———以重庆市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J]. 云南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01):48-56.
[2]王丽娜,宁丁,李文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融合

发展研究———以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为例[ J]. 农业经

济,2020(07):61-62.
[3]郑文换. 从文化遗产保护到文化旅游开发的乡村振兴之路:

以韩国河回村为例[J]. 西北民族研究,2019(02):153-160.
[4]张秉福. 京杭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

机制研究[J]. 中州学刊,2019(08):91-96.
[5]樊友猛,谢彦君. 记忆、展示与凝视: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

旅游发展协同研究[J]. 旅游科学,2015,29(01):11-24.
[6]杨军昌,杨蕴希. 清水江流域民族教育文化遗产与乡村旅

游融合发展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39(05):1-6.

[7]谢忠强. 山西抗战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旅游宣传与开发

[J]. 社会科学家,2021(01):61-67.
[8]詹一虹,陈露. 文化旅游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

展研究———以湖南省汝城县高滩畲族为例[J]. 西北民族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26-35.
[9]曹劲. 关怀与唤醒———微观视角的乡村文化遗产传承与

复兴[J]. 建筑学报,2017(01):118-120.
[10]白凯.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旅游利用[J]. 旅游学刊,2019,34(05):1-3.
[11]王博杰,何思源,闵庆文,崔峰,王斌,刘显洋,白云霄. 开

发适宜性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评价框

架———以浙江省庆元县为例[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

英文),2020,28(09):1382-1396.
[12]陈雅忱.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地方性开发路

径[J]. 经济地理,2020,40(02):227-232.

[责任编辑　 李瑞萍]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FENG

  

Juan,ZHAO
 

Junyuan
(School

 

of
 

Business,
 

Xinyang
 

College,
 

Xinyang,Henan
 

464000,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have
 

become
 

valuable
 

rural
 

tourism
 

wealth,
 

and
 

their
 

u-
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powerful
 

for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y,
 

cul-
ture,

 

and
 

ecolog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rotecting
 

and
 

rejuvenating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t
 

has
 

al-
so

 

been
 

subject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shocks
 

led
 

by
 

market
 

economies
 

such
 

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Meanwhile,
 

it
 

is
 

faced
 

with
 

a
 

complex
 

dilemma,
 

which
 

mainly
 

include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ul-
tural

 

and
 

tourism
 

products,
 

slow
 

industrial
 

layout,
 

and
 

poor
 

integration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a-
fore-mentioned

 

problem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predicament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ly,
 

feasible
 

paths,
 

such
 

as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
 

integration
 

plan-
ning

 

and
 

simultaneou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dilem-
ma

 

faced
 

by
 

the
 

indu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is
 

ve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will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omponents,
 

thereby,
 

achieving
 

the
 

aim
 

of
 

the
 

rational
 

use,
 

effective
 

develop-
ment,

 

and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Key

 

Words:
 

rural
 

cultural
 

heritage;resources;tourism
 

development;integ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