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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废物排放量最小化以及经济表现最大化为目标，通过物质 

流和能量流传递等方式把不同企业或产业集聚起来 ．形成资源 

共享和交换剩余物质或副产品的产业群。该模式充分利用区位 

交通优势 ，通过资源配置，结合风电产业发展(规划总装机 300 

万 KW，目前已装机达 70万 KW)，作为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资 

源开发的用电需求，有机配置重化工相关产业之间物质、能量和 

信息流动(见图3)。～方面，利用丰富的萤石资源开发生产高附 

加值的氟化工系列产品，及现有的硅铁有色金属加工，其废渣用 

作建材工业原料 ；另～方面 ，利用风电和煤相结合生产 甲醇，煤 

中碳元素基本都进入 甲醇产品加以利用；在煤耗不变的前提下， 

甲醇产量可增加一倍；C02单位排放量减少 92％以上，单位耗水 

量减少40％，这在干旱多风、缺水及周边多煤的化德农牧交错带 

地区可行 ，形成风电——新型煤化工——新型燃料、合成纤维、 

合成蛋白、甲醛生产的产业链。 

图 3 重化工产业园循环经济模式图 

4．县域循环经济模式 

县域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活动的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的发 

展领域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其根据县域资源禀赋 

条件和城市特点为基础，以实现县域可持续发展为原则 ，协调县 

域内部产业、基础设施和生态体系等各项功能为重点，统筹规划 

县域总体发展和资源循环利用。该模式根据化德县农牧交错带 

产业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及生态体系建设，设计化德县域循环经 

济模式(见图 4)。该模式主要依托县域种植业、畜牧业、风电产 

业、服装产业、重化工产业、旅游产业等循环经济产业体系，以水、 

能源和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系统，共同构建适宜的人居环境和 

生态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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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林省温泉资源丰富，本文介绍了温泉文化的 内 

涵，而且说明了温泉文化与旅游吸引力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温 

泉文化建设的思路 ，旨在实现提升吉林省温泉旅游吸引力，促进 

吉林省旅游产业大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吉林省 温泉文化 旅游吸引力 途径 

温泉文化在中国已经有很久的历史延革，吉林省也蕴藏了 

丰富的温泉旅游资源，并且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类型已经成为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旅游业 

市场以及旅游者、消费者对温泉旅游需求多样化，有必要对温泉 

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和开发，以提高吉林省的温泉旅游吸引力。 

一

、 温泉文化的内涵 

温泉文化是指人们在认识、利用、开发和保护温泉资源过 

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文化 ，是以温泉为物质载体或依托形成的各 

种文化形态与文化现象及其“物化”体现 ，包括重视生命质量的 

温泉康体保健文化、愉悦身心 的温泉休 闲文化 ，以及温泉地名 

文化、宗教文化、诗歌艺术文化、民情风俗文化等。 

本文以温泉旅游文化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领域为主要元 

素 ，把温泉文化分成养生文化 、洗浴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 

及其他文化(历史 、诗词、温泉地名 、建筑、会展等 )五个部分简 

要分析其对提升温泉旅游吸引力的关系。 

二、温泉文化与提升温泉旅游吸引力的关系 

一 切具有接近 、收缩性质的运动形式都是吸引，接近与收 

缩力越大，吸引力越大。温泉作为旅游资源吸引力越大 ，能够吸 

纳的顾客越多，提供的使用价值 、实现的价值也越高，能为景区 

和旅游企业带来的收入和利润一定也越高。 

温泉文化的开发和培育对提高温泉旅游吸引力有极大帮 

助，重视温泉旅游文化建设应当以生命文化为核心，重点开发 

温泉沐浴文化、养生文化、乡土文化、休闲文化等。 

1温泉养生文化 

“养生”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书籍《庄子》内篇，又称“道 

生”、“摄生”、“养生”、“保生”、“寿生”等 ，其含义是在于根据人 

的生命发展规律达到保养生命、健康精神、增进智慧、延长寿命 

的目的，在古代，温泉被人们看做上天赐予的“神水”、“圣泉”、 

“圣汤”，并且远古神话人物女娲被供为“汤神”。现代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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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们追求健康、乐观、轻松的生活态度也是钟爱温泉的重要 

理由。“养生”是贯穿温泉文化的灵魂，它是精神层次上的一种 

理念。因此温泉养生文化也是提升温泉旅游吸引力的核心 内 

容 ，也是开展温泉旅游文化挖掘的着眼点。 

2．温泉洗浴文化 

中国养生文化成就了温泉文化的“魂”。但在洗浴文化上日 

本把含蓄、谦让、自律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温泉文化之中并不断 

发扬传承。洗浴文化是提升温泉旅游吸引力的外在形式，也是 

温泉旅游最主要的行为体现。洗浴文化和养生文化构成了温泉 

旅游文化的树根和树干，两者在开发时也要以相互统一地风格 

出现 。 

3．温泉饮食文化 

民以食为天，沐以泉为尖 ，温文儒雅 ，泉涌乐膳。饮食可分 

为“饮”和“食”，温泉不仅具有康体、保健的功用，部分类型的泉 

水还可以直接饮用，泡茶作 为汤药。现代的饮食文化也很重视 

食物饮品的安全性和保健性 ，很多地区也利用温泉培育出很多 

绿色食品，如温泉米、温泉丝瓜、温泉鳖等。有的地区利用温泉 

开发出许多特色菜肴。如温泉药膳，温泉鸭、温泉焖鸡等。 

4．温泉民俗文化 

温泉民俗文化因地域和民族文化的不同呈现出多姿多彩 

的民俗样式，主要有民俗信仰、洗浴方式 、节庆活动、传说、诗 

歌、舞蹈等内容。我国有很多少数民族还保持着远古露天洗浴 

的习俗 ，无论男女老幼，沐浴时都一丝不挂 ，若不完全裸露身 

体 ，他们认为是对纯洁圣水的一种玷污。 

三、吉林省沮泉分布及旅游吸引力评价 

1．吉林省温泉旅游资源概况 

吉林省温泉尤其以中低温地热资源十分丰富。据资料记 

载，吉林省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中部高平原和东部山区，包括 

长白山天池温泉群地热田、抚松县仙人桥镇地热田、临江市花 

山镇温泉群等，中部高平原地区地热多埋在数百米至数千米的 

地下深处。长春市地热分布于西北郊区。在长春双阳区、安图二 

道白河 、农安县九台市 、公主岭市等地都具备地热储备条件。 

2．吉林省温泉旅游吸引力的评价 

对温泉旅游吸引力从旅游资源条件和旅游开发条件二个 

方面，扩展为五个影响评价的因素：自然资源条件、人文资源条 

件、环境条件、区位特征和区域条件。吉林省温泉旅游文化评 

价。养生文化方面有着悠久的传承 ，吉林省在满清时期作为清 

王朝的龙兴之地 ，保留了这里很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 ，因此。吉 

林省在养生文化上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养生之道。还行 

形成了吉林省独具地方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粗狂、热情 

的区域温泉养生文化特征。洗浴文化方面还没有达到全民把沐 

浴温泉作为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 ，养生观念的增强，而且吉林省在陆上与韩国接壤 。与沐浴文 

化水平很高的日本隔海相望，因此，在汲取其他温泉文化的便 

利程度上 ，有明显的地域优势 ，容易借鉴 日本 、韩国的经验 。乘 

势而为。饮食文化方面独具东北特色 。也 习惯吸收不同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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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饮食 。加上东北人的大方、热情 、好客的习惯 ，饮食文化丰 

富多彩。利用温泉资源开发温泉食品及饮品具有很大的商业价 

值 ，开发这种温泉类饮食产品可 以延长温泉旅游的产业链。民 

俗文化方面 ，吉林省是满族的发源地 ，省内还有全 国最大的朝 

鲜族自治州，满族民俗文化和朝鲜族的民俗风情就是吉林省最 

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两个民族历史悠久 ，民族文化十分丰富，也 

都有着对水和温泉情有独钟的风俗。 

四、吉林省温泉文化建设的途径。 

温泉文化建设可以为吉林省温泉旅游设定一个长远 的发 

展方向，并且成为吉林省温泉旅游发展的长久动力和智力支 

持。 

1．温泉旅游文化应挖掘养生医疗保健功效。 

温泉的医疗保健养生作用人们都有共识 ，但大都处在感性 

认识层面上 ，缺少深入的分析研究，缺少临床医学方面的科学 

探究。从临床医学上、理论上对不同类型温泉、不同特定组份含 

量的温泉对人体的医疗保健、养生功能进行科学探讨。考察不 

同类型温泉的医疗保健价值 。开发出对应的温泉医疗养生旅游 

产品来，从功能上找准吉林省温泉文化的基点。 

2．吉林省温泉文化应挖掘历史文化脉络。 

温泉历史遗迹能够真实地再现温泉的历史变化。可以依靠 

吉林省温泉文化的历史文化研究，找到吉林省温泉发现、发掘、 

利用和弘扬的路程，在此基础上在温泉景区规划方面也要注重 

本省温泉历史沿革与发展，及承继历史传统又有新时代温泉文 

化气息。 

3．挖掘吉林省各温泉的民俗文化内涵，凸显地域文化。 

吉林省可就满族、朝鲜族和蒙古族三大民族充分发掘其历 

史 、诗画、音乐、舞蹈以及民风 、民俗 ，并与温泉旅游嫁接，形成 

独特的养生、洗浴、饮食、民俗文化。为此 ，可 以由省旅游局和地 

方有关政府部门专门组织历史学、地理学家 、地质学家、社会学 

家等对上述民族的文化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 ，系统收集、整理 

和再现。同时应当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在温泉 

这种包容性的环境里各种文化可以兼容并蓄 ，丰富多彩 ，更加 

提倡传统文化用现代手段和方式加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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