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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辽宁大学城市研究院
调研报告

助力新六地，辽大在行动 2024 年 11 月 2 日

编者按：为了落实“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指示精神,助力服务锦州市全面振兴新突

破三年行动，辽宁大学社会服务办公室、辽宁大学（锦州）城市研究院协调校内调研团队，

对锦州市文旅产业开展了深度调研活动。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发水、辽宁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蒙佐、辽宁大学锦州城市学院院长尹博思参加调研。

关于锦州市文旅市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陈发水 李蒙佐 尹博思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是锦州的城市品牌。锦州是辽宁省辖地级市，是辽宁西

部的区域中心城市、东北地区重要的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英雄之城、红色血脉”是锦

州的精神旗帜。近代在北镇沟帮子成立了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建立了辽宁境内最早

的中共基层组织。九一八事变后，以锦州地域为活动中心的辽西抗日义勇军，打响了

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1948 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首战辽沈战役在锦州打响，

广大军民浴血奋战，使锦州砥砺了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听党指挥、决战决胜”成为了

锦州赓续传承的城市精神，辽沈战役纪念馆等场所成为讲好红色故事、传播革命精神

的重要阵地。2022 年 8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首站来到锦州，提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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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寄予殷切希望，指出“锦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一座具有独特文化气质和

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让锦州找准了“英雄城市”“咽喉之地”“锦州不错”的前

进方向，凝聚起“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中走得更快”的强大动力。2023 年，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5.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3%、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10%，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跑赢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实现三年行动强

势开局、首战告捷。

一、锦州市文旅市场发展的总体情况

1. 红色文化资源

主要是以辽沈战役为核心的红色文化集群。

辽沈战役纪念馆：辽沈战役纪念馆成立于 1958 年 12 月，原址设在锦州大广济寺。

1978 年 10 月，叶剑英元帅题写馆名。1985 年 4月 29 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批复在锦州修建新馆，新馆坐落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北侧，于 1988 年 10

月 31 日落成开放。2001 年辽宁省委、省政府决定对我馆进行全面改陈改造，于 2004

年 11 月 2 日竣工并重新对外开放。2008 年 3 月 1 日起，作为全国首批博物馆、纪念馆

向社会公众实行免费开放。

辽沈战役纪念馆占地 18.8 万平方米，园区规划充分利用现有园林环境，以辽沈战

役军事主题为切入点，以具有纪念性和标志性的门、塔、馆建筑为主体，通过强化中

轴线处理，使主体建筑、纪念设施和景观布局在风格上协调统一，形成一组完整的具

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群体，成为集历史研究、文化传播、艺术博览、旅游休闲等功能于

一体的大型军事主题公园。主体建筑 8600 平方米，基本陈列设有序厅、战史馆、支前

馆、英烈馆和全景画馆，陈列内容全面反映了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突出展示了辽沈战

役的胜利进程，揭示了战役胜利的诸多因素及伟大意义。陈列设计运用现代陈展理念，

突出主题，把握重点，彰显个性，营造了独特的陈展环境和个性空间，并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和艺术形式，深度解读历史，艺术再现宏大战争场景。其中，《攻克锦州》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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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馆是中国第一座全景画馆，被誉为中国博物馆和世界美术史的艺术精品和经典之作。

馆藏藏品总计 19915 件，其中文物 6248 件，一级文物 25 件，二级文物 275 件。近几

年，又相继修复开放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和配水池战斗旧址，延伸红色旅

游路线，打造红色旅游精品。

辽沈战役林彪前线指挥所：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位于凌海市翠岩乡

牤牛屯，距锦州市区 20公里，是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沈战役期间，这里曾是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1948 年 10 月 5 日，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政委

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率指挥机关，从黑龙江省双城堡秘密到达牤牛屯，并按照中央

军委的指示，指挥了锦州攻坚战以及黑山阻击战、塔山阻击战、辽西围歼战，为夺取

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苹果的故事”：很多人了解锦州，是因为“苹果的故事”。1956 年 11 月 15 日，

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

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

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认为:不吃是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但高度赞扬了解放军战士，也使世人认识了锦州，认识了锦州的

苹果。

2. 历史文化资源

义县奉国寺：当地人又称“大佛寺”。奉国寺位于义县古城的东街，始建于辽开泰

九年（公元 1020 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占地面积近六万平方米，是一座集古代

建筑工程与文化艺术价值于一体的辽代皇家寺院。国务院 1961 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奉国寺跻身其中。2008 年奉国寺成功晋级为国家 AAAA 级旅

游风景区，2012 年凭借其独特的辽代木构建筑而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在

锦州新十景中命名为“宜州大佛 ”。今天的奉国寺被中外游客美誉为“天下第一宝殿·世

间佛祖道场”。奉国寺保存完好的有外山门，清代的内山门、牌楼、钟亭、碑亭、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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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及核心建筑辽代大雄殿等。奉国寺拥有中国最古老的最大单檐五脊大雄殿、中国最

古老最大彩绘泥塑佛像群。大雄殿是中国古代佛教寺院遗存中，规模体量最大的木构

建筑。大雄殿内供奉的佛祖“过去七佛”造像，是世界最古老、最大、最精美的彩绘

泥塑佛像群，为世界罕见。在大雄殿木构建筑梁架之上，绘有精美绝伦、无以伦比的

辽代飞天彩绘，世界独一无二。

义县万佛堂石窟：万佛堂石窟位于辽宁义县古城西北 9 公里大凌河北岸的福山峭壁

上，气势恢宏壮观，距今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了。万佛堂石窟是我国东北地区年代最

久、规模最大的石窟建筑群，与云冈、龙门两大著名石窟同期一脉。是由书法摩崖、

石刻造像构成的艺术综合体，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是中华民族之瑰

宝。 石窟分为东西两区、现存大小洞窟 16个，时刻造像 430 余尊。西区是北魏太和

二十三年(公元 499 年)平东将军营州(今朝阳)刺史元景为皇帝祈福开凿的。 东区是北

魏景明三年(公元 502 年)慰喻契丹使员外散骑常侍韩贞等 74人开凿的私窟。石窟佛像

大者丈余、小者不过盈寸，整个造像群布局严谨，内容丰富，镌刻精巧，形象生动，

栩栩如生，窟顶莲花宝盖、飞天藻井更显北魏时期的时刻技艺。摩崖"元景造像碑"字

迹遒劲挺秀，笔力极工，被清末梁启超评为"天骨开张、光芒闪溢"，康有为则称其为"

元魏诸碑之极品"，韩贞造像题记"则是研究我国北方民族史、边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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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普陀山：位于锦州城西北十余里。北普陀山始建于辽代。经历次战争、浩劫，几

经损毁，几经修缮，于一九八三年正式对外开放。迄唐武德元年即已肇建诸端寺刹，

晨钟暮鼓梵音法号经年袅渺，祥云喜雨龙光清岚百代氤氲，故世人皆以南印度普陀珞

珈山北院称之。至辽代，又因让国皇帝耶律倍长居此山，经大德高僧德韶奏请辽太后，

正式定名北普陀山而闻名天下。其中尤以名贯燕云十六州的“石堂松雪、枫林旭日、

苍山观海、红石卧龙、滴水观音、泓池澄晖、烽台夕照”等景观而著称于世。明清两

代，更以辽西“第一洞天”驰名海内，为佛、道两教高僧、宗师及信众朝拜之圣地北

普陀山拥有奇特壮观的山峦；千姿百态的峰石；翠柏菩提掩映的山泉；古树悬挂的峭

壁。名峰、古刹、摩崖移步即景，佳景天成。春可听莺啼鸟语，夏可闻蝉鸣桑林，秋

可睹栌红霜染，冬可观石堂松雪。四时景致，异彩缤纷，胜如巧笑顾盼焉。九大景区

共有五十多处景观，其云、石、水、洞、林、花、鱼、鸟浑然一体，雄、险、奇、幽、

动、静、美、妙交相生辉。实为洞天福地，人间胜境。

笔架山：面对渤海，毗邻锦州港，坐落在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是道教名山胜地。

山有三峰，二低一高，形如笔架，故而得名；每至潮退之后，山与海岸之间便现出一

https://baike.so.com/doc/5602489-5815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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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三十余米宽、二公里长的“天桥”，可通车马，故俗称“天桥山”。山上悬崖峭壁

奇秀，自然风光迷人，自下而上建有山门、真人观、吕祖亭、太阳殿、雷公祠、电母

祠、五母宫、方丈院、三清阁等众多道教庙宇及点缀品，其中以主峰之上的三清阁最

为精美，阁共六层，通高 26．2米，为花岩石仿木结构建筑，八角攒尖顶，飞檐翘角，

别具一格，内奉汉白玉石雕道教造像三十七尊，各高二米左右，雕工精美，神态各异；

登临阁顶，举目远眺，海天一色，风景绝佳。

笔架山风景区以笔架山岛和“天桥”为主要景点，大致分为岛上游览、海上观光、

岸边娱乐、沙滩海浴和度假修养五个区域。总面积 8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 4.72 平

方公里，海域面积 3.28 平方公里。这里山水秀丽，环境优美，物产资源丰富，生活服

务设施配套，交通便利。自然景点密集，有马鞍桥、一线天、神龟出海、石猴泅渡、

虎陷洞、梦兰湾等。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吕祖亭、太阳殿、五母宫、万佛堂、龙王庙、

三清阁等。笔架山天桥：从海岸到笔架山岛有一条长 1620 米，高出海滩的砂石路，人

曰“天桥”，天桥平坦径直，把海岸和山岛连在一起，象一条蛟龙随着潮涨潮落而时

隐时现，神奇绝妙，堪称“天下一绝”。

锦州古塔公园：锦州市古塔公园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士英南街，是 2000 年锦

州市委、市政府推拟办的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 39件实事中的一项重大美化工程。该

园以千年辽塔为中心制高点，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借景，建设中坚持体现锦州古城

历史文脉和现代园林风光理念相结合的特点，使之成为富有辽西区域文化和风土人情

的休闲场所。

该园以植物造园为主，建筑造园为辅，地势高下间，环境曲径通幽以辽代清宁九年

即公元 1063 年修建的全国最古最大的广济寺和清代雍正三年即公元 1725 年始建的辽

宁最大的天后宫等宗教古典建筑群为借景，为游人开辟展示锦州历的民族宗教、文化

场所。

https://baike.so.com/doc/1257228-132961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84382-6397632.html
https://baike.so.com/doc/842871-8913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738704-495376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78345-104771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68223-618118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02348-58149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7750311-8024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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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夜经济”

锦州烧烤：锦州烧烤，是辽宁省锦州市地方特色美食，被称为“烧烤界的天花板”。

锦州烧烤源于 1641 年，兴于 80 年代末期，发展于 2005 年后，其手法独特，融合了各

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特色，凝练提精，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味美

食。 ]锦州烧烤有生烤和熟烤之别，小调料多达十几种，不少烤食还进行中草药配制，

所以质感性强、口感纯正、色泽入目、外形美观，锦州烧烤亦让人食而不腻、食而不

厌。锦州烧烤品多味美，各种各样无所不烤，而且味道轻重可以自己调理，堪称“万

物皆可入味、口味随众可调”，可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口味消费者的需要。 2011 年，

锦州烧烤技艺被评为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2 年，锦州烧烤入选国家《地标美食

名录》。

凌河夜市：凌河夜市位于锦州市凌河区南宁路。凌河夜市最早可追溯到 1993 年，

已有近 30年历史。对于不少锦州人来说，凌河夜市承载着满满的回忆。凌河夜市建设

面积 8000 多平方米，设置摊位 1084 个，可安排就业 3000 余人，平均每天客流量三四

万人，高峰时达五六万人。南北小吃汇聚于此，百货商品琳琅满目，升级更新后的灯

光设施让整条街亮如白昼，市民和游客逛着、吃着、聊着、笑着，烟火味十足，可谓

“夜市千灯照凌河，休闲娱乐享生活”。凌河夜市不仅给市民和游客带来多彩的夜间生

活体验，也成了夜经济新的发力点，使锦州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景点火起来。

二、锦州市文旅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与开发水平参差不齐

北锦州市文化旅游资源虽类型丰富，内涵深刻。但是总体来看，文旅资源在市辖

区内的分布不均匀，开发利用水平参差不齐。位于锦州市中心的红色旅游资源，目前

仅辽沈战役纪念馆软硬件配套较为完善，场馆周边配套齐全，讲解服务周到。市内其

它红色文旅资源如配水池战斗遗址、辽沈战役锦州前线指挥所等则相对冷门，除学校

单位组织集体参观外，散客参观相对较少，场馆门前冷清、非红色文化和历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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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准确找到场馆地址。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方面则相对成熟，北普陀山、笔架山、医

巫闾山等市内景区开发水平较好，相比之下，义县奉国寺、万佛堂等景区则由于地处

县城且位置相对偏远，开发程度较低。

（二）宣传力度尚需加强

目前，锦州市文旅资源的宣传方式相对单一枯燥，宣传范围基本限于省内、东北

地区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东部等邻近省市，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红色文旅

资源、自然风光还是锦州特色烧烤，知名度均不高。全国对东北烧烤的印象基本停留

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省会城市，锦州坐拥辽西走廊核心位置，东北入关必经之路，

在拥有地理优势的前提下未能通过有效宣传让关内远道而来的游客朋友到锦州站一站、

看一看、歇歇脚。

（三）基础设施水平对文旅市场发展与完善的制约

锦州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也成为制约文旅市场发展，影响力提高的重要

因素。锦州在对外联络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发达。铁路方面：锦州拥有锦州站、

锦州南站、锦州北站。沈山线、京哈线、锦承线和朝凌客运专线让锦州的对外交通四

通八达。民航方面，锦州湾机场坐拥锦州世博园，航线可达上海、广州等全国主要城

市。但是，锦州市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则相对滞后，首先是年轻人热衷的网约车和共享

单车等新形态出行方式没有在锦州落地发展，市内出行依旧靠公交车与传统巡游出租

车等方式。其次，前往主要旅游景点的公共交通班次分布不均，例如从锦州市内去往

医巫闾山、万佛堂等景区主要依靠游客自驾，再次，与游客自驾相关的，景区周边停

车场供给严重不足，游客无论是去往旅游景区，还是在市内吃烧烤、逛夜市，如何停

好车一直是首要问题。锦州市中心老城区开发年代较早，道路狭窄、非机动车数量庞

大，外地游客在自驾前往宾馆、烧烤店途中难免存在不便。因此，虽然锦州市文旅资

源本身丰富，但是游客想要在锦州吃得香、玩得好，依旧要在基础设施上继续投入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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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锦州市文旅市场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建议

（一）由职能部门带头不断加大对有关文旅资源的宣传

锦州市文旅资源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高，锦州市相关职能部门应当作出表率，有

所行动。首先是通过线上线下全平台的渠道，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邀请电

视台、电台主持人，锦州籍优秀文艺工作者等在社会上有正面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进行

城市形象和文旅宣传。其次，锦州市文旅职能部门可以“走出去”，到全国主要城市的

商场、车站、城市地标等人流量密集区域进行推广宣传，最后，在锦州市“三站一场”

和主要餐饮、住宿集中区域做好游客到达锦州后的接待服务工作。

（二）加强对文旅市场的整体规划与发展的支持和管理力度

在扩大宣传的基础上，要想充分开发文旅资源，还需要在市场监管、整体规划上

作出改变。例如可以定制不同主题的“一日游”、“多日游”旅游线路，实现市内多个

旅游景区、场馆之间的联动，场馆与场馆、景区与景区之间推出旅游套票、一票到底

等票制。此外，还可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合理规划，开通串联起市区主要旅游景点、

红色场馆的公交线路，并根据淡旺季合理增加班次，提高游客旅途效率。同时还要加

强治理制约游客体验的不规范行为，例如黑出租、黑导游等。最后，有条件的情况下

尽可能让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年轻人喜爱的出行方式在锦州落地，在市内旅游景点场

馆周围投放共享单车，开发多元化的出行方式，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内道路的堵

车和公交车拥挤，一举多得。

（三）加强文旅一体融合发展

文旅深度融合是旅游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当前，辽宁打出了“山海有情，天辽地

宁”的文旅品牌，不断加大品牌创建力度、全面优化文旅发展环境，推动文化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

锦州拥有丰富红色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又拥有依山傍海的优越条件与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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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烤等美食资源。锦州市在文旅一体化方面有能力尝试将本地红色资源、历史文化资

源和自然文化资源等赋予新的文化意义，用讲好锦州故事，打造锦州品牌的思路去探

索锦州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宣传。与此同时，运用互联网、融媒体等平

台，运用数字科技推动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创造更多为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具有广泛影响力传播力的数字文旅产品。美食赋能展现舌尖上的魅力。直面

餐饮与旅行的双向需求，高标准打造一批旅游美食地标、示范点，培育餐饮网红打卡

地，推出特色旅游美食线路，让游客在舌尖上体味文化情怀。

此外，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文化创意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锦州在发展文

旅实践中可以将文创作品作为旅行的“最后一道景点”，强化文化资源要素实体转化，

开展面向全国的文创赛事、创意展会，广泛征集设计方案，打造形象鲜明、风格独特

的文创 IP，以创意和艺术赋予文旅品牌更大延展性和更强生命力。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树立大抓宣传、抓大宣传理念，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大众媒体和专业媒体、主

流媒体和市场平台，围绕文旅资源、文旅产品、精品线路讲好各具特色的故事，强化

全维度营销方式创新。真正让游客开心而来，满载而归，文创带去的不仅是锦州特色

的具象化表达，也让游客把锦州之旅美好记忆装进行囊，带回家乡，让更多人了解锦

州，有利于提高锦州在全国范围的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锦州文旅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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