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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甘肃文化旅游开发论》从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角度，从文化开发的视角，以甘肃为实证案例，在对甘
肃的人文旅游资源，从名人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历史文化、都市与科技文化等视
角分析梳理的基础上，较好地探索了文化旅游开发的现状、条件、产品、形象以及开发的对策建议，
并探讨了文化旅游开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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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窦开龙，男，汉族，1974年10月出生于甘肃古浪，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
员，兰州商学院副研究员。
2005—2008年在兰州大学学习，2008年获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民族旅游。
在《甘肃社会科学》、《宁夏大学学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生产
力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3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等各类科研项目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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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兰州商学院青年教师窦开龙博士的著作《甘肃文化旅游开发论》即将出版面世，嘱我作序。
我于文化旅游，充其量只是一个爱好者而已，自认不能承当这样的使命。
然而，为了作者所表现出的学术勇气和探索精神，我仍然乐于表达我的祝愿与希望，遂援笔为序，与
之共勉。
甘肃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历史的长河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厚凝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积淀。
这里，是华夏始祖伏羲氏、女娲氏的诞生地，是中国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的孕育地，人文荟萃，山河
壮丽。
这里，有丝绸古道、大漠风光、冰川地貌、雪山绿洲等奇特的自然景观；有莫高窟、伏羲庙、麦积山
、崆峒山等自然人文遗迹；有回藏文化、裕固风情等独特的民俗风情。
深厚的文化传统、美丽的自然景观、浓厚的民族风情，造就了甘肃文化旅游资源品位高、数量丰、特
色浓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逐步从一个长期封闭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旅游事业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逐步
走向繁荣。
目前，以始祖文化、农耕文化、石窟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黄河文化、三国文化为
主要内容的文化旅游在甘肃旅游中彰显出突出优势，甘肃开发文化旅游业大有作为。
但是，甘肃旅游业在取得发展和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利因素和众多挑战。
因此，关注甘肃文化旅游开发的实际，以理论研究促进甘肃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是学术界的责任。
《甘肃文化旅游开发论》一书归纳和梳理了甘肃文化旅游的资源，审视了甘肃文化旅游的开发条件和
背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对策和建议。
本书具有较强的前瞻性、针对性、建设性和创新性等特点。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研究甘肃文化旅游发展、推动我校旅游管理学科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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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对旅游开发的再一次思考。
这是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再次跨越。
这是我对甘肃旅游的再度关注。
每一次探讨，都会有新的经验总结和新的学术感悟。
每一次写作，都面临思维不畅和学识浅陋的束缚。
每一次跨越，都伴随身心的疲劳和思虑的苦恼。
每一次收获，都流淌轻盈的喜悦和顿悟的酣畅。
13年前，我在自卑、失望和苦恼的心态下，走向了工作岗位，走向了讲台；其后，年轻的我，和自己
的学生一样，抬头望天，期盼自己的梦想也能一夜成真。
13年后，拼搏和工作了多年的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区域旅游经济开发，从此，一种异乎
寻常的动力点燃我对旅游研究的激情，并在师长、领导和朋友的关怀下渐渐前行。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就是见证。
从专科、硕士到博士后，就是过程。
本书能够出版，更多得益于领导的大力支持、导师的无私教诲和朋友的热情帮助：感谢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樊元教授、李兴江教授，他们使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中学讲台走向大学课堂，了解了
甘肃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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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甘肃文化旅游开发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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