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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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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景区是构成旅游功能系统的关键要素，是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吸引物．以大别山革命老区
１１９个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ＡｒｃＧＩＳ空间分析法探究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区域旅游联
动发展问题．研究结果表明：１）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呈集聚类型，且均衡程度低；２）旅游景区整体表现出“中部和
东部多而稠密、北部和西部少而稀疏”的空间分布密度特征；３）旅游景区空间发展不均衡，冷点区多于热点区，
“东西轴热、南北轴冷”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最后，从空间联动视角，结合大别山革命老区城市战略定位、旅游资
源禀赋、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等因素，构建“两核三廊四圈一环”的区域旅游景区联动发展模式，以期促进大别山

革命老区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高质量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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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批复《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以大别山革

命老区为核心，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联系和协调

发展要求［１］．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旅
游发展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大别山革命老区

综合考虑自身的红色资源优势和乡村建设短板，将

发展旅游作为助力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增长点．但大别山革命老区区域范围广，旅游资源
禀赋、城市区位、交通条件空间差异大，导致区域内

旅游经济发展失衡，不利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和革

命老区的全面振兴．因此，在新时代旅游高质量发
展背景下，研究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的空间结

构及联动发展模式，有助于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

和高质量转型发展，推动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
随着区域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旅游景区作为

旅游供给水平的重要体现，其空间结构研究更是国

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依靠地理信息系统（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ＩＳ）空间分析工具与统计分析

法研判国家、省域、市域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空间

分布特征．谢志华等依托地理数学方法的空间分析
手段和ＧＩＳ空间分析工具，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分
析中国资源型旅游景区的旅游空间结构［２］；申怀

飞等运用地统计分析方法和ＧＩＳ空间分析工具，从
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分析了河南省 Ａ级旅游景区
的空间分布规律［３］１７９－１８３；程海峰等从总体空间分

布特征与区域内空间分布结构两方面分析测定池

州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４］．第二个阶段运用
“ＧＩＳ＋多种研究方法”分析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及
延伸命题．ＳａｎｇｈｏｏｎＫａｎｇ等以锚点理论为基础，利
用“ＧＩＳ＋社会网络分析”识别韩国旅游景点网络
空间结构［５］；郭向阳等运用最邻近系数法、地理集

中度指数、区位熵等分析方法综合分析云南省旅游

景区的空间结构特征，用高等级景区密度指数及数

量演化分析了高等级旅游景区的动态演变特征、演

变模式和驱动因素［６］；孙建伟等基于ＧＩＳ空间分析
功能，结合可达性模型和ＥＳＤＡ空间关联方法识别
湖北省旅游空间结构、测度可达性格局［７］．第三个
阶段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空间尺度、不同

资源类型进行创新性研究．赵芮等运用空间分类、

第３８卷第５期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平顶山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８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２３



 
 
 
 
 
 
 
 
 
 
 
 
 
 
 
 
 
 
 
 
 
 
 
 
 
 
 
 
 
 
 
 
 
 
 
 
 
 
 
 
 

 

核密度估计、最邻近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沙漠型

Ａ级景区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并解释其影响因
素［８］；朱明等基于长三角地区旅游景区数据，采用

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长三角
旅游吸引物的城乡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９］；

张广海等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采用探索性空间

数据分析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

尺度综合分析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

特征［１０］．纵观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出以下特
点：在研究方法上，以 ＧＩＳ为主导的地理分析工具
被广泛运用，并得以不断完善，研究方法日渐成

熟；在研究对象上，多是研究成熟的旅游目的地、

经济发达省域或城市，对革命老区的研究相对较

少；在研究内容上，主要聚焦于旅游景区空间结

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而忽略了后续的研究，比

如联动发展模式的构建．基于此，以旅游产业带
动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为问题导向，运用成

熟的 ＧＩＳ技术，综合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
度估计法等对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空间分

布特征进行探究，同时构建旅游景区联动发展模

式，以期促进区域旅游全面均衡发展，助力革命

老区振兴．

１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大别山革命老区横跨鄂豫皖三省，地处长江和

淮河交界处，区域总面积１０．８６万ｋｍ２，集红色、生
态、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于一体，旅游景区类型丰富，

数量众多．一、红色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区域内分布
众多革命旧址、名人故居．安徽省金寨县、河南省新
县、湖北省红安县被誉为中国将军县，拥有麻城烈

士陵园、大悟县中原军区旧址、独山革命旧址群、李

先念故居、确山县竹沟革命纪念馆等众多红色旅游

景区．二、生态旅游资源独具特色．以安庆市天柱山
世界地质公园、随州市大洪山景区、信阳市鸡公山

景区、麻城市五脑山森林公园、岳西县天峡风景区

等为代表，具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三、历史文化积
淀深厚，区域内戏曲文化、茶文化、道教文化、楚文

化、民俗文化、禅宗文化、医药文化等交汇相融．随
州市炎帝故里、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汝南县南海

禅寺等文化旅游景区，别具一格，尽显老区文化

特色．

１．２　数据来源
通过鄂豫皖三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各地市文

旅局官方网站获取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数据．
考虑到旅游景区的代表性，选取４Ａ级及以上旅游
景区为代表．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底，大别山革命老区
拥有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共计１１９家，其中５Ａ
级旅游景区５家（分别为武汉市黄陂木兰生态文
化旅游区、六安市天堂寨风景区、六安市万佛湖风

景区、安庆市天柱山风景名胜区、驻马店市岈山

风景区）、４Ａ级旅游景区 １１４家．利用百度地图
ＡＰＩ拾取坐标系统，得到大别山革命老区４Ａ级及
以上旅游景区的经纬度坐标，将其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系统进行坐标投影转换，创建旅游景区数据
库，得到大别山革命老区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范
围图（图１）．行政区划、高速铁路等数据均来自国
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１１００万公众版
基础地理数据库（２０２１）．

图１　大别山革命老区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１．３　研究方法
利用空间分布模型与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作为

分析工具，定量研究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的空

间分布特征，具体模型及其地理意义如表１所示．

２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

２．１　空间分布类型
运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平均最近邻分析工具，根

据最邻近指数［１１］计算得出：大别山革命老区４Ａ级
及以上旅游景区理论最邻近距离为１２．９７５ｋｍ，实
际最邻近距离为 １６．３２４ｋｍ，平均最邻近指数为
０．７９５，小于１．可见大别山革命老区１１９个４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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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旅游景区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呈现典型的集

聚分布．由于大别山革命老区区域跨度大，故将其
划分为鄂北、皖西、豫南三大空间地理单元，以精准

地分析区域内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均匀性特征．初
步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
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两多一

少”现状，其中，皖西和鄂北地区旅游景区数目相

对较多，豫南地区相对较少，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

平衡特征．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
景区在三大地理单元分布的均匀程度，继续采用基

尼系数进行验证．结合基尼系数模型［３］１８０可以计算

出：Ｇ≈０．９６２，Ｃ≈０．０３９．Ｇ接近１，说明旅游景区在
鄂豫皖三大地理区域空间内表现出高度集中状态且

分布均匀程度低，呈现非均衡性的空间分布特征．
表１　研究方法

指数 模型 注释 地理意义

最邻近

指数
Ｒ＝

珋ｒｉ
珋ｒｅ
＝ １ｎ∑

ｎ

ｉ＝１
ｄｉ×

１
２槡ｎ／Ａ

Ｒ为最邻近指数，珋ｒｅ为理论最邻
近距离，珋ｒｉ为实际最邻近距离，ｎ
取１１９，ｄｉ为任一旅游景区与其最
邻近旅游景区间的距离，Ａ为大
别山革命老区面积

用于分析各点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接近

程度．当Ｒ＞１，说明点要素是均衡分布；
当Ｒ＝１，说明点要素是随机分布；当Ｒ＜
１，说明点要素是集聚分布

基尼

系数

Ｇ＝－∑
Ｎ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ｌｎＮ

Ｃ＝１－Ｇ

Ｇ为基尼系数，Ｐｉ为ｉ地区旅游景
区数量占全域旅游景区的比例，

Ｎ取３（从地理上将大别山革命老
区分为三个区域），Ｃ为空间分布
均匀度

用于衡量点要素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基
尼系数在０和１之间，值越大，说明研究对
象在空间上越集中

核密度

估算法
ｆｎ（ｘ）＝

１
ｎｈ∑

ｎ

ｉ＝１
ｋｘ－ｘｉ( )ｈ

ｆｎ（ｘ）为核密度估计值，ｎ为研究
区内旅游景区数量，ｈ为带宽，

ｋｘ－ｘｉ( )ｈ
为核函数公式，ｘ－ｘｉ为

旅游景区 ｘ到旅游景区 ｘｉ处的
距离

用于测算点要素在不同地理单元上的分

布概率．ｆｎ（ｘ）越高，说明区域内旅游景区
分布密度越集聚

局域关

联指数
Ｇｉ（ｄ）＝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ｄ）ｘｉｘｊ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ｘｉｘｊ

ｘｉ、ｘｊ分别为ｉ地、ｊ地的４Ａ级及以
上旅游景区数量，ｗｉｊ为空间向量
矩阵

用于反映点要素在局部空间上的集聚程

度，从而划分冷热点区．若Ｇｉ（ｄ）＞０，则ｉ
区域周围旅游景区呈高值空间聚集，为热

点区；若Ｇｉ（ｄ）＜０，则ｉ区域周围旅游景
区呈低值空间聚集，为冷点区

表２　大别山革命老区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在各地理区域中的分布

分区 市域
４Ａ级及以上

旅游景区数量／个
占比／％

区域占

比／％

皖西

地区

六安市 ２６ ２１．８５
４０．３４

安庆市 ２２ １８．４９

鄂北

地区

武汉市 １０ ８．４０
襄阳市 ２ １．６８
黄冈市 ２０ １６．８１ ３９．４９
随州市 ７ ５．８８
孝感市 ８ ６．７２

豫南

地区

信阳市 １７ １４．２９
驻马店市 ６ ５．０４ ２０．１７
南阳市 １ ０．８４

２．２　空间分布密度
采用核密度估算法［１２］计算大别山革命老区

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密度，并用 Ａｒｃ
ＧＩＳ１０．２进行核密度可视化表达，见图２．从总体
上来看，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在不同地理单元

的空间密度差异较大，表现出“中部和东部多而稠

密、北部和西部少而稀疏”的空间布局，形成两个

高密度集聚区和一个次高密度集聚区．高密度集聚
区分别位于六安市中西部裕安区、金安区、霍山县

汇聚的连片区域和武汉市北部的黄陂区；次高密度

集聚区主要位于安庆市西北部的岳西县和潜山市．
而豫南片区由于面积过大，旅游景区比较分散，未

形成明显的高密度集聚区．因此，需打破行政壁垒，
既要加大片区内部旅游景区的联系，也要与皖西、

鄂北进行有效关联，最大程度提升区域旅游资源的

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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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别山革命老区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密度

２．３　空间分布热点
空间分布热点是用来分析研究对象的局部空

间分布规律，借助局域关联指数［１３］，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的热点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并运用Ｊｅｎｋｓ最佳
自然断裂法，将其分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

和冷点区（表３）．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的热点
区主要分布在鄂北地区黄冈市的红安县和皖西地

区六安市的金安区、舒城县、裕安区、霍山县，约占

全域总面积的８．８％；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鄂豫皖
三省交界处，即大别山革命老区东西走向的中部地

区，约占全域总面积的３３．６％；次冷点区围绕次热
点区展开，在次热点区北部主要分布于随州市、信

阳市，在次热点区南部主要分布在大别山革命老区

的边界处，约占全域总面积的３５．８％；冷点区主要
分布在豫南地区驻马店市、信阳市北部区县，部分

分布在鄂北地区安陆市和应城市，约占全域总面积

的２１．８％．综上，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空间分
布冷点区、次冷点区和次热点区居多，热点区域分

布少且主要聚集在皖西的六安市，整体呈现“东西

轴热、南北轴冷”的空间分异态势，冷、热点区分布

不均衡，南北轴和东西轴差异明显，因此应该发挥

东西轴的旅游资源集聚优势，带动南北轴的均衡协

调发展．

３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联动发展模式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空间集聚不均衡，中

部、东部分布密度大，北部、西部分布密度小，东西

轴区县具有资源强强联动优势，南北轴旅游联合发

展动力不足，不利于革命老区均衡发展和全面振

兴．针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结合《规
划》要求，以区域联动协同发展为目标，以大别山

革命老区城市战略定位、旅游资源禀赋、区域均衡

发展、旅游交通为依托，构建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

景区“两核三廊四圈一环”的闭环联动发展模式，

以强带弱、以点带面，弱化区域差异，推动革命老区

旅游经济全面发展．联动发展模式构建思路见图３．
表３　大别山革命老区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冷热点区域分布

冷热点

分区
县（市、区）

热点区 红安县、金安区、舒城县、裕安区、霍山县

次热

点区

广水市、曾都区、桐城市、霍邱县、太湖县、新县、

孝南区、罗田县、商城县、潜山市、黄陂区、金寨县、

新洲区、麻城市、大悟县、英山县、岳西县

次冷

点区

云梦县、驿城区、黄州区、大观区、望江县、迎江区、

桐柏县、宜秀区、光山县、浠水县、固始县、武穴市、

黄梅县、团风县、宿松县、蕲春县、罗山县、枣阳市、

怀宁县、孝昌县、随县、平桥区、叶集区、河区

冷点区

平舆县、泌阳县、息县、正阳县、淮滨县、确山县、

唐河县、遂平县、安陆市、西平县、上蔡县、潢川县、

应城市、汝南县、新蔡县

３．１　基于城市战略定位的极核发展模式
极核发展模式是指将资源优势明显和区位条

件优越的地区作为增长极，发挥集聚和辐射效应，

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是区域旅游联动发展的初步选

择．根据前文分析结果可知，六安市４Ａ级及以上
旅游景区占比高达２１．８５％，旅游景区分布密度为
１６．８３个／万 ｋｍ２，在该市域内形成了一个范围较
广的高密度集聚区，热点区在此大量聚集．可见六
安市旅游资源优势明显，可将其作为大别山革命老

区的发展极核．另外，国务院和河南省政府先后对
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提出明确意见，支持建设信阳

市为豫鄂皖省际区域中心城市，发挥其辐射带动作

用，可见其政策优势明显，且信阳市地处豫鄂皖三

省交界处，承东启西，连南贯北，具有交通、区位等

方面的优越条件．因此，将六安市和信阳市打造成
核心增长极，分别位居区域东西两端，形成大别山

革命老区的“两核”，继续发挥六安市在东部优越

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培育信阳市成为北

部、西部崛起的连通枢纽．
３．２　基于资源禀赋的旅游廊道发展模式

廊道发展模式是极核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升级，

依据旅游资源禀赋条件，辅以交通干线将同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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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节点连接到一起，构建红色旅游走廊、生态旅

游走廊和文化旅游走廊，通过轴线辐射带动轴线及

轴线两侧区域发展．三条走廊是大别山革命老区发
展旅游业的三条“大动脉”，也是旅游发展的主要

对象，在空间上互相联动，在功能上相互补充．通过
“三廊”将大别山革命老区东西部地区连接起来，

并辐射和带动大别山革命老区南北轴旅游发展，从

而共同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旅游发展．

图３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联动发展模式构建思路

３．２．１　红色旅游走廊
红色旅游走廊的功能是红色教育，主要是将红

色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依托 Ｇ４０沪陕高速公
路和 Ｇ４京港澳高速公路，辅以 Ｇ４２沪蓉高速公
路，串联起金安区、裕安区、金寨县、商城县、麻城

市、新县、红安县、大悟县、罗山县、平桥区、确山县

等１１个县（市、区），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东西部
地区连通的重要通道，共同塑造红色旅游品牌．该
廊道红色旅游资源分布众多，共计１个５Ａ级旅游
景区和３８个４Ａ级旅游景区，拥有独山革命旧址
群、商城县金刚台（西河）生态旅游区、麻城烈士陵

园、许世友将军故里、信阳市红军广场、鄂豫皖苏区

红色首府、李先念故居纪念园、大悟县中原军区旧

址、罗山县何家冲、竹沟革命纪念馆等大量知名红

色旅游景区．通过红色旅游走廊，开展红色旅游、研
学旅游等旅游活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教育功

能，增强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
３．２．２　生态旅游走廊

生态旅游走廊的功能是休闲度假，主要是有效

整合生态旅游资源，依托 Ｇ４京港澳高速公路和
Ｇ７０福银高速公路两大通道，连接西平县、遂平县、
驿城区、确山县、平桥区、罗山县、大悟县、孝昌县、

黄陂区、孝南区、云梦县、安陆市、曾都区、随县等

１４个县（市、区），成为辐射带动大别山革命老区南
北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廊道．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建
设集驻马店市岈山风景区、信阳市灵山风景名胜

区、大悟县湖北十八潭生态旅游区、孝感市天紫湖

生态度假区、黄陂区大余湾旅游区、随州市大洪山

风景区等为一体的高质量生态旅游廊道，以大自然

为舞台，以休闲、度假、康养、求知等为主题开展旅

游活动，形式更加多样化，使旅游者身心愉悦的同

时，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促进文明传承，实现旅游可

持续发展．
３．２．３　文化旅游走廊

文化旅游走廊的功能是文化体验，将文化旅游

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借助Ｇ５０沪渝高速公路，打造
经金安区、舒城区、桐城市、怀宁县、潜山市、太湖

县、宿松县、黄梅县、武穴市、蕲春县、浠水县等１１
个县（市、区）的多文化交融旅游走廊．该廊道共计
２个５Ａ级旅游景区、２７个４Ａ级旅游景区，文化旅
游资源积淀深厚、品类多样，拥有皖西博物馆、万佛

湖风景区、桐城市孔城老街、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

黄梅四祖寺、蕲春县李时珍医道文化旅游区等众多

文化旅游景区．廊道内的石窟文化、医药文化、戏曲
文化、禅宗文化交汇相融，可以让旅游者进一步经

历文化、体验文化、欣赏文化，从而形成文化保护、

开发、传承、弘扬的良性循环．
３．３　基于区域均衡发展的旅游经济圈模式

旅游经济圈模式是指在一个区域内合理利用

和适当开发特色旅游资源，遵从优势互补原则，实

现合作共赢，更为全面地加强区域旅游联动发

展［１４］．结合区域均衡发展需求和旅游市场消费趋
势，将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景区发展划分为山水观

光旅游圈、红色与乡村旅游圈、研学教育旅游圈和

文化体验旅游圈“四圈”（见表４），以不同类型的
旅游资源为主导，增强圈层内部各旅游景区的协

作，提高旅游经济圈的辐射力与影响力，进而形成

大旅游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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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大别山革命老区“四圈”情况说明

圈层名称 主要依托县（市、区） 主要导向旅游景区 基底资源与文化 旅游发展方向

山水观光

旅游圈

遂平县、驿城区、泌阳县、

确山县、桐柏县、罗山县、

息县

岈山风景区、金顶山景区、铜山风景

区、老乐山景区、淮源风景名胜区、灵山

风景名胜区、濮公山矿山公园

自然山水
自然观光游、康养

旅游、户外探险游

红色与乡

村旅游圈

商城县、新县、霍邱县、固

始县、光山县、金寨县

鄂豫皖苏区红色首府、临淮岗景区、大苏

山国家森林公园、许世友将军故里、小南

京乡村旅游扶贫示范区

丰富的红色旅游资

源和乡村旅游资源

红色旅游、乡村休

闲游

研学教育

旅游圈

随县、曾都区、孝南区、

河区、大悟县、枣阳市

大洪山风景区、西游记公园、千年银杏

谷、金卉庄园景区、文新茶村、十八潭生

态旅游区、枣阳汉城景区

集生态游览、文化

旅游、主题娱乐等

多功能于一体

研学旅游、科考旅

游

文化体验

旅游圈

黄梅县、黄陂区、罗田县、

麻城市、新洲区、英山县、

太湖县

黄梅四祖寺、黄陂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

麻城孝感乡文化园、大别山薄刀峰风景

区、新洲区凤娃古寨景区、英山大别山南

武当旅游区

禅宗、木兰、民俗、

古建筑、道教等多

种文化交汇相融

民俗体验游、宗教

文化游

３．４　基于旅游交通的闭环联动发展模式
闭环联动发展模式以一体化均衡发展为目标，

是一个区域实现旅游业联动发展的最佳选择．基于
湖北省、河南省、安徽省三省高速公路建设，利用旅

游发展环线“一环”将大别山革命老区全域布局中

“四圈”连接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功能多样、层次分

明的“圈层－环线”网络结构．通过闭环模式使“四
圈”建立有效联系，更大范围地带动大别山革命老

区全域旅游产业均衡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大别山革

命老区文旅融合全面发展大格局．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１）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资源丰富，但空间分

布不均衡特征明显．１１９家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整体呈典型的集聚分布态势，分布均匀程度低，表

现出“中部和东部多而稠密、北部和西部少而稀

疏”的空间密度特征，形成六安市裕安区、金安区、

霍山县连片高密度集聚区和安庆市岳西县、潜山市

为补充的次高密度集聚区，以及武汉市黄陂区单核

高密度集聚区，热点区少，冷点区多，逐渐演化成

“东西轴热、南北轴冷”的空间分异格局．
２）以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为出发点，以区域均

衡发展为终目标，构建大别山革命老区“两核三廊

四圈一环”的联动发展模式．以六安市、信阳市为
核心增长极，以红色、生态和文化旅游资源优势作

为贯穿东西、南北的旅游走廊，以山水观光旅游、红

色与乡村旅游、研学教育旅游、文化体验旅游为区

域联动经济圈，并通过旅游交通进行全域环线连

通，建成点、线、面结合的旅游经济网络，促使整个

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和高质量转型发展．
４．２　建议
４．２．１　加强规划的科学性和整体性

根据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建立鄂豫皖三

省联动的区域合作机制，冲破区域壁垒．在原有大别
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基础上，制定更加细化的、针

对县域的旅游发展专项规划，实现不同县（市、区）间

的旅游信息交流．同时，重点关注信阳市和六安市“两
核”以及红色、生态、文化“三廊”，优先发展核心地区

和廊道沿线区域，实现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科学发

展布局，达到互利共赢的局面，促进区域整体发展．
４．２．２　拓宽旅游资源整合的深度与广度

针对旅游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性，结合旅游经

济圈功能，促使山水观光、红色与乡村、研学教育、

文化体验“四圈”侧重发展自身的优势资源，以三

条旅游廊道为重点，深入挖掘各圈层内的重点旅游

资源，加强旅游资源开发深度；充分发挥“旅游 ＋”
功能，实现“旅游＋农业”“旅游＋林业”“旅游＋体
育”等，拓宽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
４．２．３　实行区域旅游联合营销及品牌形象塑造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旅

游资源相似的旅游景区，这就为区域旅游联合营销

提供了前提条件．可以将区域内的同类优质旅游资
源进行联合营销，塑造旅游景区品牌形象，从而实

现区域内旅游景区的一体化发展．一是可以将区域
内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联合营销，打造大别山区山

水休闲胜地，形成极具大别山地域特色的山水风光

品牌，满足游客休闲康养、亲近自然的需求；二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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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资源进行整合营销，借助红色旅游走廊，

开展红色旅游、研学旅游等活动，激发人们的爱国

情怀，形成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品牌效应；三

是将区域内多种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整合，通过具象

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旅游景区吸引游客的一个

绝美名片．综上，通过对不同类型旅游资源进行优
势互补、联动开发，塑造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特色旅

游文化品牌，形成品牌效应，从而达到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和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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