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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科普旅游资源分类评估与开发研究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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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课题主要以榆林市科普与旅游结合建设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现状整理出现阶段整体面临的问题及未来更

新与保护需求。从科普旅游的整体格局和规划出发，在满足基本的旅游价值与功能的前提下，找到科技创新融入科普旅游建

设中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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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Yulin City.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identifies the problems faced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the future needs for updates and protec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overall pattern and planning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tourism, aiming to integ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tourism while meeting the basic values and functions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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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

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

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

技成果快速转化。”习近平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是科技

创新和科学普及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榆林市目前发达的

高新科技产业、现代化工业和繁荣的文化教育产业提供了无

数科普旅游资源。2019榆林市以 65.6%的增幅成为当年全省

高新技术企业增速最快的地区，从区域分布来看，榆林市引

进合作共建国家、省、市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26家，国家级

星创天地 2家，省级星创天地 3家，全市国家级星创天地已

达 8家，省级星创新天地已达 11家，国家级星创天地已达

15家，省级星创天地已建成 3 个县级省级科技创新试验示

范站，2个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目前，全市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达到 26个，建立校地产学研

合作机制的高校院所已达 40多家，其中包括中国地质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等；有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实验室的企业占

60%。煤炭绿色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本市首个由

省部共建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预计将落户榆林。榆林科普

旅游资源在工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分布较为集中，而在文化

和教育领域的分布则较为分散。目前，榆林开展科普旅游的

场所以新建场馆为主，如展览形式较为单一的榆林市科技馆、

展览馆、山歌馆、陕北民俗馆等。随着未来榆林组团发展，

以高端能源化工为主的榆横产业区组团和以科技引领创新

转型为主的科创新城组团初步形成榆林市科普旅游网络，包

括榆林高科创业孵化园、创意榆林众创空间、科创众创空间

等一些从未开展过旅游活动的场所，急需整合区域内的科普

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二、研究内容

通过对榆林科普资源的分类、评估和开发研究，使以观

光旅游为主的旅游产业构成更加丰富，使科技这一巨大资源

得到充分挖掘，使旅游产业和旅游产品得到深度提升，相关

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内容更加新颖鲜活、内涵更加丰富、综

合效益更加显著，为榆林科普旅游产业的集约化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态势。

1.根据榆林科普教育基地模式特色，将自然环境、文化

习俗、产业要素、旅游市场等因素融于科普模式协同发展的

实体之中，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设计。例如榆林科普自然馆，

采用科普互动展项和动植物标本,通过墙顶一体巨幕、史前

生命大型场景、生命枯萎标本融合多媒体剧场、沙地黄土大

型场景还原、动物乐园平台、植物殿堂科普平台、生态问题

与环境保护互动体验、红碱淖场景融合 AR 互动、无定河之

旅沉浸式艺术多媒体、生命故事动画 VR影院、奇幻森林儿

童体验、点亮生命树等多个重点亮点展项,生动呈现榆林生

态环境变迁的历程,科普榆林丰富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

深刻揭示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倡导人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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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谐共生。

2.针对性地给出榆林科普旅游发展模式特色建设的技

术与实施建议：基于科普旅游景观的旅游，是一个出现不久

的新型休闲旅游形式，其发展尚未成熟，在旅游建设中的运

用也有待完善。而科普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是在园区科普模

式的重要切入点。对于科普旅游来说，科普基地建设是发展

的基础，应按照国家旅游景区评定要求，加强科普旅游规范

建设，着力科普旅游基地景区内涵、标识系统、导游讲解、

配套服务等建设。探索出一条符合榆林周边科普旅游建设的

思路，通过对风景园林学、景观生态学、建筑学和规划学等

多学科的结合，进行科普旅游景观背景下的游模式特色设计

研究。

3.给出具有引领性和特色性的发展思路和路径：科普旅

游建设是一个新的产业新业态，跨越一产、二产、三产，生

产生活生态兼容，工农城乡融通。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依托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以体系化文化和旅游科

技研发、多层次科普公共服务、市场化科普产品开发，构建

事业与市场相结合、科技创新与科技普及协同的文化和旅游

科普体系，对服务新时代国家科普工作战略布局、赋能文化

和旅游产业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

旅游实践活动，塑造科普旅游品牌。充分利用科普基地的科

学资源优势，按照示范性、教育性、公益性、服务性的基本

要求，挖掘当地的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和历史文化，明确基

地建设的功能定位，确保基地拥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和内容。

三、评价方法

“科普+旅游”是一种集科学知识普及传播和旅游为一

体的、全新的旅游方式，其目的以旅游活动为载体，使游客

在旅游的过程中学习和了解科学知识，寓教于游，寓教于乐，

在旅游产品中增加科普教育含量。由于科普旅游的特殊性，

对榆林市科普旅游资源价值的评价也需从科技和旅游两方

面同时入手。对科技主要考虑其科学普及功能；对旅游来说，

要考虑资源价值、社会经济、客源市场及延伸服务等。比如

科技场馆类旅游作为科普旅游中的关键一类，其研究难点在

于不同类型的场馆空间及主题较为丰富，因此专门针对此类

进行重点研究有利于丰富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有利于系统

研究体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科普旅游在学术上的发展，能

对我市科技场馆类旅游开发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榆

林市科普旅游项目将重点从科普旅游参与主体进行分类研

究，按照已有产业园区和在建的榆林市博物馆、图书馆、展

览馆以及榆林市体育中心、会展中心，分为“旅游企业+科

普场所(景点)+游客”模式、“政府+旅游企业”+“科普场所

(景点)+游客”模式、“各级科协+科普场所(景点)+游客”模

式、“政府+教育机构+科普场所(景点)+旅游企业”模式四种

创新研究模式。榆林市在开发科普旅游资源时，应针对不同

优势的科普旅游资源，运用比较优势理论的技术确定榆林市

科普旅游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和独特优势，并制定相应的开

发对策。

在全面领会“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战略的大背景下，

提出以科学普及为主导的旅游风貌规划设计策略：一是以展

示传统造型特征为设计重点，集中体现多样性的传承价值为

重点，立足科普旅游建设科技创新特色。与景区不同的科普

旅游建设格局，设计尺度的合理性要综合考虑。开发观必须

以适用、美观、经济为根本尺度，准确把握科普旅游建设中

表现出来的科技创新特点，注重理论与实践同步，切合实际

应用。二是结合榆林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资源，以生

态为主、开发为辅的建设方针，以科技促建设，促进科普旅

游发展的新战略思想和目标，合理利用当地资源，推动科普

旅游建设工作的开展。目前，围绕榆林城区的几个科普旅游

建设，科技创新要兼具文化承载和产品转换的双重功能，并

非只停留在科普文化层面，而是可以切实成为科技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研究梳理其资源类型，并提出具有特色的可行性

方式，为科普旅游建设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思考。如在榆林市

近几年每年的科技之春、世界气象日、防灾减灾日、科技周

等科普活动日，开展了例如建设气象科普馆、气象业务平台、

气象影视制作中心、气象监测设备保障维护平台、防雷业务

平台、气象观测场、天气雷达站等科普资源系统组成，对增

强广大市民防灾减灾意识，培养青少年爱气象、学气象的兴

趣爱好，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扩容科普馆，不断完善馆内的

各项功能，增加气象观测仪器的陈列品种，引进电子模拟设

备，提高参观人群的直观感受。同时，为全力推进气象科技

知识的教育、传播和普及，积极组织开展各种气象科普活动，

打造气象志愿者队伍。最后，以旅游现代化技术为依托，形

成产业链条，带动直接就业和受益，在此基础上延伸科普旅

游产品项目，实现多产业协同发展，才是科普旅游建设中旅

游科技现代化的基石。

科普旅游建设需求最主要的方面是游客对科技文化知

识的强烈需求，尤其是对科普旅游的体验性需求比较大，因

此，科普旅游的建设需求比较大。良好的经济效益能够确保

科普旅游产业化格局逐步得到改变，旅游与科技的有机结合。

景区基础设施将得到极大的促进和改善，而科普旅游公共设

施建设的结合，则可以使公共设施得到高标准、高规格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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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使游客在景区服务中得到高水平的体验。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实现景区旧貌换新颜、社会效益长效发展。景观功能

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应在当前发展科普旅游中不断提高。科普

旅游改建、扩建项目要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人文

风情、经济条件等现状，统筹规划，切合“科技创新”建设

主题，更好地为当地科普旅游建设服务。在实践价值上，抓

住科普旅游建设的契机，倡导把园林绿化设计整体纳入科普

旅游建设规划中，做到环环相扣、相互促进，对园林绿化发

展中存在的不利因素进行科学分析。

四、成果总结

在全域旅游的大背景下，要充分认识到利用榆林独特的

气候条件和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旅游资源，发展科普旅游，具

有促进旅游转型、促进旅游结构调整、将旅游和旅游资源潜

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和增加群众

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是推动旅游转型、

促进旅游结构调整、实现旅游向多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通

过整合榆林科普旅游资源，开展以科普教育为主的模式在榆

林的科普旅游中是缺乏发展模式的。这种模式重在增加知识

面，通过旅游认识生态发展的规律。科普旅游发展是对科学

知识普及方式进行的全方位的综合改革，其丰富的内涵决定

了研究内容的多角度、多层面与多元化，这也给研究者带来

了研究的难度。在查阅现有文献中发现大多侧重于某一角度、

某一层面的选题，从科普旅游建设综合的角度进行全面考察

的很少，因而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榆林科普旅游资源亟

需完善科普旅游基础设施，需要推陈出新，不断开发新的科

普旅游产品，扩大产业规模，加快榆林科普旅游现代化、普

及化、商业化进程，改革创新科普旅游管理体制，大胆引进

新思路、新做法，以政府为主导，多部门联动，大力宣传榆

林科普旅游，打造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强化榆林市现代旅游

理念，开发参与型、体验型科普旅游，加快榆林科普旅游的

现代化、普及化、商业化充分发挥榆林科普旅游的产业组合

作用，做大做强榆林科普旅游产业，利用区位、市场优势，

结合榆林市现代旅游六大主导产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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