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旅游线路策划(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旅游线路策划篇一

二、承办单位：共青团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三、旅游线路设计的基本原则

（一）以满足游客需求为中心的市场原则

旅游线路的设计的关键是适应市场需求,具体而言,即是它必
须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旅游者对旅游线路选择的
基本出发点是:时间最省、路径最短、价格最低、景点内容最
丰富,最有价值。旅游线路设计者应根据不同的游客需求设计
出各具特色的线路，而不能千篇一律,缺少生机。

（二）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主题突出原则

由于人类求新求异的心理，单一的观光功能景区和游线难以
吸引游客回头，即使是一些著名景区和游线，游客通常观点
也是“不可不来，不可再来”。因此，在产品设计上应尽量
突出自己的特色,唯此才能具有较大的旅游吸引力。

（三）生态效益原则

生态旅游的产生是人类认识自然、重新审视自我行为的必然
结果，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态旅游是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环境价值的综合体现，是以良好生态环境为基础，
保护环境、陶冶情操的高雅社会经济活动。生态旅游是现代
世界上非常流行的旅游方式，提倡“认识自然，享受自然，
保护自然”的旅游概念将会是新世纪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四）进得去,散得开，出得来原则

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其空间移动分三个阶段:从常住地到旅
游地、在旅游地各景区旅行游览、从旅游地返回常住地。这
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进得去；散得开；出得来。

（五）推陈出新原则

旅游市场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游客的需求与品位也在不断地变
化、提高。为了满足游客追求新奇的心理,旅行社应及时把握
旅游市场动态,注重新产品、新线路的开发与研究,并根据市
场情况及时推出。一条好的新线路的推出,有时往往能为旅行
社带来惊人的收入与效益。即使一些原有的旅游线路,也可能
因为与当前时尚结合而一炮走红。

（六）旅行安排的顺序与节奏感原则

一条好的旅游线路就好比一首成功的交响乐,有时是激昂跌荡
的旋律,有时是平缓的过度,都应当有序幕----发展----高潮-
---尾声。在旅游线路的设计中,应充分考虑旅游者的心理与
精力,将游客的心理、兴致与景观特色分布结合起来,注意高
潮景点在线路上的分布与布局。旅游活动不能安排得太紧凑,
应该有张有弛,而非走马观花,疲于奔命。旅游线路的结构顺
序与节奏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

四、主要内容：由参赛人员自己根据广东省省内旅游资源的
分布概况，设计省内旅游路线方案并投稿。具有明确主题性
的旅游线路设计方案都可以参加评选。



五、报名事项

参加人员：合肥市20大高校在校生，以自由组队的形式进行，
每队3～5人,（可跨专业组合）。以合肥市各高校为单位报名。

报名所需提交的资料：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学生证复
印件（决赛报到时提交）、旅游线路设计的详细方案。

六、活动形式

1、参赛队伍从主题线路中选取一个主题，设计出一条最优的
旅游路线，通过ppt、flash、微视频等形式展示整条旅游路线，
加上生动的解说或其它更有趣的表演形式对旅游路线进行介
绍与说明，每支队伍的展示时间为10分钟，不得超时。

2、决赛环节

（1）解说展示：参赛组合任选一人向在场的评委和观众说明
设计此旅游路线的初衷，以及本旅游路线的特色和优点等，
并对路线中所设计的景点有基本的介绍。

（2）答辩：参赛队伍中选择一人回答评委提出的各个问题。

（3）才艺展示：一人展示与其路线设计主题相关的才艺。

七、可选主题

1、民族民俗旅游；2、乡村生态旅游；

3、休闲情趣旅游；4、工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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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赛队数和各队人数等以各项目承办单位公布为准，具
体可与承办单位联系。

旅游线路策划篇二

本队作品主要以徽州人的生活圈为主题。旅游的景点分别是
非常能反映古徽州的百姓生活习性的西递宏村，古徽州的商
人的徽商故里屯溪老街，和古徽州官员的李鸿章的故居。西
递宏村体现的是古徽州劳动人们的勤劳和智慧，徽商故里屯
溪老街是古徽商诚实经商的作风和实力雄厚的标志，李鸿章
故居代表的是徽州人的雄心壮志。百姓商人官员分别是古徽
州的三个阶级，这三者的事迹就是古徽州的的历史，这三者
的生活就是古徽州的文化。从宏村到徽商故里，再到李鸿章
的故居，看的不只是风景，品的不仅仅是美食，是古徽州的
历史和文化。



二.对象

喜爱和想对安徽文化进一步了解的游客

三.线路及旅游日程安排

早上六半从合肥旅游汽车站坐车出发点11点到达宏村，11点
半在宏村塔川秋韵客栈就餐品尝当地丑鳜鱼毛豆腐等特色美
食。1点开始游览，2点半结束，2点半乘坐去往徽商故里----
屯溪老街的汽车，下午四点半到达屯溪老街，开始游览屯溪
老街。六点半结束，在黄山老街口客栈就餐和住宿。第二天
早上7点半乘坐回合肥的汽车，11点半到达合肥，12点在李鸿
章故居附近的天庭商务酒店就餐，(同学聚会策划书主持词)2
点钟开始游览李鸿章故居。4点半游览结束。

四.目的景点介绍

第一站.徽民----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黄山西南麓，距黟县县城11公里，是古黟
桃花源里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古取宏广发达之意，称为
弘村。山因水青，水因山活，南宋绍兴年间，古宏村人为防
火灌田，独运匠心开仿生学之先河，建造出堪称“中国一
绝”的人工水系，围绕牛形做活了一篇水文章。九曲十弯的
水圳是“牛肠”，傍泉眼挖掘的“月沼”是“牛胃”，“南
湖”是“牛肚”，“牛肠”两旁民居为“牛身”，村中两个
古树，白果树和红杨树是“牛角”。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和
谐共处，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相辉映，是宏村区别于其他
民居建筑布局的特色，成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一大奇迹。
全村现完好保存明清民居140余幢，承志堂“三雕”精湛，富
丽堂皇，被誉为“民间故宫”。著名景点还有：南湖风光、
南湖书院、月沼春晓、牛肠水圳、双溪映碧、亭前大树、雷
岗夕照、树人堂、明代祠堂乐叙堂等。村周有闻名遐迩的雉
山木雕楼、奇墅湖、塔川秋色、木坑竹海、万村明祠“爱敬



堂”等景观。

第二站.徽商----屯溪老街

屯溪老街俗称老街。位于黄山市府所在地屯溪区中心，西起
明建横江石拱大桥--镇海桥，东止牌坊碑记，全长1273米，
宽4.8--7米。以徽州古民居建筑风格闻名。保存完好，店铺
鳞次栉比，房屋檐口挑出80--100厘米，可避雨遮阳。这里全
是马头墙、小青瓦、墙;砖木结构的铺面，精巧玲珑的楼阁、
镂刻精美的花纹图案，加上小门、大堂、天井、屋与屋之间
的深窄小巷，错落别致，热闹繁华，显示了徽派建筑格局的
古朴典雅，别有情趣。

“古代街”上设有茶楼、酒肆、书场、墨庄，古趣盎然，吸
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前来观光、购物。屯溪老街作为唯一
的“国家历史保护街区”，每年吸引了近600万的国内外游客，
老街的建筑群不仅延袭了宋代风格，同时也继承了徽州民居
的传统建筑风格，规划布局，具有鲜明的徽派建筑特色：墙，
小青瓦，鳞次栉比的马头墙，淡雅古朴;建筑内雕梁画栋，徽
派建筑砖、石、木三雕特色展现得淋滩尽致。街面建筑大都
为前店后坊，前店后仓，前店后住的格局，呈现出江南城镇
古老的风姿.

第三站.徽官----李鸿章故居

李鸿章(1823-1901)字子黼，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是近代历
史上一位颇具争议和个人魅力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故居位于
淮河路中段，坐北朝南，气势宏伟，晚清建筑风格，占
地2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是合肥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名人故居。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安徽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9月27日正式对外开放。李家的祖先由江西迁
来合肥的肥东，自李鸿章这一代起开始发迹。李鸿章兄弟六
人，他排行第二，其余五人也身居高位，在当时非常地显赫。
他们聚族而居，深宅大院可以覆盖淮河路中段的半条街，时称



“李府半条街”。李鸿章故居，仅为其中一部分，是典型的
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布局整齐，结构严谨，雕梁画栋，
精美豪华，占地面积平方米，由南向北依次分为大门、前厅、
中厅，三进为二层阁楼，后两进楼下有回廊相通，楼上装有
美人靠回廊相连，俗称走马楼，因供李氏家眷居住，又
称“小姐楼”。故居复原陈列用大量的珍贵图片与实物展示
了李鸿章风云变幻的一生，由这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身上，
揭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苦难、曲折而又悲壮的
历程。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改
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对李鸿章故居采取保护措施，在原地
修复重建，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模样，只是现存规模已不到
原来的十二分之一。故居自南向北依次为门厅、过厅、中厅、
小姐楼。

五.预计经费(以十人计算)

车费50*2(合肥到黄山)+20(宏村到屯溪)

门票15(李鸿章故居)104(宏村)屯溪老街免费住食150(大概)

旅游线路策划篇三

“这里是美丽的风车的国度，也是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地的地方。虽然这些古老的风车不再行使其原有的作
用，却用它们不变的身姿倾诉着现代所没有的风格”

荷兰目前拥有1000多座传统风车。如果单从数字上讲，拥
有19座风车的小孩堤坝(kinderdjik)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但
是说到风车分布的密度，那就没有哪个地方能和小孩堤坝相
提并论了。几百米的范围内就有19座风车，这是别的地方无
可比拟的。

小孩堤坝这一名字的由来：1420xx年几乎波及全荷兰的大洪
水过后，有人来到灾区的堤防，想看看有没有幸存之人。一



个木摇篮远远飘来，摇篮中有一只猫不断地跳来跳去，保持
着摇篮的平衡。摇篮漂到人们近前，人们惊奇的发现，里面
有一个安详的婴儿还在睡着。从那以后，那片地方便被命名
为小孩堤坝——人们希望新筑起的堤坝能够保佑所有的孩子。

小孩堤坝的19座风车就站在两条河边，隔着一条小路相互守
望。河边芦苇丛生，野花闪烁。微风吹来，芦苇传出阵阵萧
瑟的呜咽。经历了320xx年岁月的风车，显得有些萧条，有些
残破。但是它们更透出一种别样的魅力，用苍凉而宁静的姿
态令每一个看到它们的人心动。四叶叶片如同象征幸运的四
叶草一样，这19座风车依然守护着智慧的荷兰人，也给未来
以祝福。

文档为doc格式

旅游线路策划篇四

人们提到杭州，除了西湖，往往还会想到杭州的龙井茶，龙
井茶文化已经成为天堂杭州又一张别致的“名片”。而要进
一步提高杭州龙井的知名度，增强竞争优势，必须在历史渊
源的茶文化和龙井特色上做文章，而杭州有明显的资源、客
源、商业优势作为其坚强的后盾。

（一）资源条件：

茶文化旅游是将茶业资源和旅游资源相结合并综合开发的新
项目，是以得到茶业物质享受和茶文化精神享受为主要目的
的一种文化旅游。对于都市旅游来说，开发模式是多种多样
的，但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杭州对于外地游客的吸引力不
仅在于现代的都市文化，而且在于历史沉淀后独一无二的传
统文化。近年来旅游者寻求多样化的综合性满足，对特色旅
游的兴趣越来越强，对“自然”和“本色”尤其偏爱，因此
杭州可依托具有休闲价值、观赏价值和体验价值的西湖龙井
茶文化，开拓全新的旅游方式，使消费者得到养生保健、反



璞归真、具有文化品味的旅游享受。

七山二水一分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及自中唐以来长期
积累的茶叶生产经验，使杭州在徽宗崇宁元年就成为浙江有
名的茶场。西湖龙井色泽翠绿，香郁若兰，味醇甘甜，形似
雀舌，成为杭州名茶约始于明代嘉靖年间，五百年来盛名不
衰。而今茶事颇为兴盛，从杭州百年茶文化“江南茶忆”展，
到“西湖之春”春茶会；从集茶肆、茶会、茶学研究为一体的
“茶人之家”，到中国唯一的茶专业生态型自然博物馆；从
即将举办的西湖国际茶文化博览会到的世界休闲博览会，无
一不预示着在杭州发展龙井茶文化旅游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客源条件：

浙江省旅游局局长纪根立在香港港丽酒店举行的“浙江省旅
游推介会”致辞时指出，在全省旅游界共同努力下，浙江省
共接待国内游客达1.1亿人次，较上一年增加两成，国内旅游
收入达到83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19.5%。而接待入境游
客则达260万人次，比去年增长四成三，旅游创汇达12亿美元，
较**年增加42%。**年香港人到浙江旅游达38.3万人次，
较**年上升63.9%。经过去年的‘香港浙江周’大型交流活动，
浙江越来越受到港人的喜爱。根据资料显示，每年浙江接待
的入境旅客中香港游客位于前列，过去一年到访的旅客数目
达38.3万人次，较**年增长63.9%。非典过后的第一个黄金周，
全省共接待海内外游客72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9.2亿元
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国庆增长了20.6%与24.6%。()由此我们
可以看到杭州客源条件的优势。

（三）商业条件：

随着休闲产业的兴起，茶的休闲意义已成为经济促进的推动
力，同样在茶品购物、茶食餐饮方面也有着不少商业契机。
地处西湖周边黄金地段的商业区，具有大型商场和超市，人
流量大，一些茶品冰饮在夏季有着很好的销量，例如“哈根



达斯”的抹茶冰淇淋、佑康的“茶工房”冰淇淋、光明的抹
茶酸奶就十分热销。据了解，茶叶具有通便、清脂的功效，
茶叶中的儿茶素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可以清除细胞中的致癌
物质，因此与茶有关的食品很受消费者欢迎，茶瓜子、茶果
冻、抹茶蛋糕，以及市面上形形色色的抹茶巧克力、抹茶月
饼、抹茶面条、抹茶含片、抹茶面膜、绿茶洗发露以及伊莉
莎伯雅顿的一款经典“绿茶”香水，这些都可激发游客的购
买欲。

茶膳以清淡、滑爽、微咸、微酣为特色，十分适合旅途饮食。
而杭城各大宾馆、酒店、茶楼、饭店都有做茶肴的条件和优
势，像龙井虾仁、碧螺虾斗、龙井鱼片等一直是菜单上的特
色茶菜，近年来又推出了清水茶鲫鱼、茶汁脆皮鸡、茶香老
鸭煲等迎合大众口味的菜肴。饮食界讲究的是推陈出新，杭
州的知味观新推出一款“龙井问茶”的菜肴，此菜以西湖龙
井茶叶命名，制作精细，选料讲究，配以高档海鲜等原料，
口感鲜美，造型美观，欣赏与食用浑然一体。因此，旅游商
业运作模式要求新、求异、求特色，不断有新的突破，促进
旅游资源的可开发性和吸引力。

二、杭州龙井茶文化特色旅游路线设计

由于杭州相关龙井茶文化景点较分散，所以可建议游客乘一
趟茶旅游专线车，既可使旅游时间安排紧凑，旅游线路目标
明确，又可品一回正宗龙井，学一点茶叶历史，观一回茶乡
风貌，经历一次休闲之旅。而杭州市政府可在龙井上市的旺
季组织相关部门建立龙井茶旅游专线，同时向杭州市民和外
地游客开放。

清河坊――虎跑泉――龙井问茶――中国茶叶博物馆――曙
光路

（一）古街清河坊



清河坊是新开辟的旅游观光一条街，古街上各式仿古店面林
立，民族气息和本地味浓郁，游客从中可对杭城的历史略见
一斑。而到此街，太极茶道苑不可不去，它位于河坊街最繁
华的地段，是郑氏茶人家族后代所开，历史可追溯到清乾隆
年间。该茶馆粉墙黛瓦，素面朝天，一座手提茶壶的铜像立
于门前，算是“迎宾”。走进去一楼板凳板桌，二楼古式藤
椅，评弹声声传来，一副晚清时期江南小茶馆的风格。“茶
博士”一律是男性，身穿长衫，大声吆喝，而且个个有绝活，
能手持特制长嘴铜壶，隔着很远将滚烫的开水一滴不漏地冲
入你的盖碗中。观看茶博士们娴熟自如的沏茶技艺，亲临其
境体会这一有惊无险的表演，让人有受宠若惊之感，此外还
有佛茶礼、道家茶、文士茶、乌龙茶等茶道绝活表演，令人
眼花缭乱。杭州市贸易局曾颁发“茶艺名师”称号给小占师
傅，而香港的大公报还登出大幅照片专题报道小刘师傅的双
手长流壶艺，而此番功夫可非一日之寒。

太极茶道倡导“丰俭由人”，一楼有五元、十元的大碗茶，
二楼有每位几百元的各种好茶，游客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普通
人都能进去找到落座的地方。到这里的游客当然不能错过他
们的独家招牌茶，如冷迎霜、水丹清、阴韵乌龙、真金八宝
茶等，据说还有种珍藏极品茶，号称“不见皇帝不开封”。
许多七八年的老茶客只到这里喝茶，可见太极茶道苑的好名
声。

在河坊街上你不仅可以喝到好茶还可吃到各种精美的茶食。
置身于古色古香的茶馆，点上一份绿茶蜜酥或绿茶蒸糕，或
叫上一份“茶香煎饼”，以茶叶末和葱末煎成，喷香扑鼻；
甜而不腻的“八宝茶粥”，不知不觉一碗就见了底。要是你
够细心会发现河坊街上茶具店颇多，俗话说“水是茶之母，
壶是茶之父”，好茶具能保持茶的浓香醇味，而茶壶一旦与
诗画、书法、文学、篆刻有机结合，便超出了品茗器具的范
围，如此典雅精致的工艺品，如有兴味买一两壶回去，既可
自赏又可赠友。



（二）虎跑梦泉

“龙井茶叶虎跑水”被誉为西湖双绝，古往今来，凡是来杭
州游历的人，无不把能品尝一下虎跑之水泡西湖龙井作为人
生一大快事。号称天下第三泉的虎跑梦泉还有一段美丽的传
说，相传唐元和四年，高僧寰中来此，因喜欢这里风景灵秀，
便住了下来，但附近没有水源，准备迁往别处，一夜忽然梦
见神人告诉他：南岳有一童子泉，会遣二虎将其搬来。第二
天，他果然看见二虎跑（刨）地挖穴，清澈的泉水随即涌出，
故名虎跑泉。

虎跑泉位于杭州西南大慈山白鹤峰下慧禅寺院内，一路从山
下拾阶而上，古木参天，溪水淙淙，间或夹杂着几声清脆的
鸟鸣，别有一番洞天。在主池泉边石龛内的石床上，寰中正
头枕右手小臂，侧身卧睡，神态安静慈善，那静里乾坤不知
春的超然境界，颇如一副联语所云：梦熟五更天几许钟声敲
不破，神游三宝地半空云影去无踪。栩栩如生的.两只老虎正
从石龛右侧向入睡的高僧走来，形象生动逼真，这组“梦虎
图”浮雕虽已绿苔斑斑，但依然可见雕刻之精妙。再往上，
便来到虎跑寺，檀联“虎移泉眼至南岳童子，历百千万劫留
此真源”给虎跑泉蒙上一层宗教神秘色彩。

好水是茶的色、香、味的载体，唐代茶圣陆羽曾在《茶经》
中曰：选水以山水为佳，次江水，次井水。静坐于虎跑寺内
茶室一角，品饮龙井实乃一件快事。清澈明亮的杯子里翠叶
碧水，雾气袅袅，将杯送入鼻端，深嗅一下茶的嫩香，整个
人便舒展开了；看罢，闻罢，然后缓缓品味，清香、甘醇、
鲜爽应运而生，此情此景，正如清人陆次云所说：“龙井茶
真者，甘香如兰，幽而不冽，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之
后，觉得一种太和之气，弥沦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
味也。”

（三）龙井问茶



据史书记载，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杭州，大多来龙井游尝，
并吟诗歌颂龙井山清水秀及龙井之茶；至今杭州还流传着乾
隆于狮峰胡公庙亲自栽种18株龙井御茶的佳话。到晚清明国，
龙井茶遍布狮子峰、龙井、灵隐、五云山、虎跑、梅家坞等
地，又分狮、龙、云、虎几个品类，统称“西湖龙井茶”，
成为杭州茶文化的一张“金字招牌”。

在龙井山园，游客可以享受到碧顷茶海的感官刺激，也可以
体验亲手采茶、制茶、泡茶的欢欣。龙井讲究取“雨前细芽，
一旗一枪”，即谷雨前采摘嫩茶芽，采摘时只采一叶一芽，
经烘干炒制，冲泡后，茶叶舒张，展示一旗一枪的形状。明
代文人彭孙贻曾在采茶歌中写道：龙井新茶品价高，杯中瓣
瓣立周遭，不逢请客休轻试，辛苦担泉下虎跑。从中可见龙
井茶在当时的身价之高。若季节合宜，游客可当一回茶农，
戴上斗笠，围上布兜，背上茶篓，在春雨滋润下的茶园漫步
穿梭，闻着淡淡的茶香，是何等的赏心悦目，远离了城市的
喧嚣，心仿佛和自然贴近了，对于外地游客来说不失为一次
好的休闲体验。

（四）中国茶叶博物馆

在游客对龙井茶文化有了些许感性认识后，要想一探茶文化
的本源可引领游客去中国茶叶博物馆。这座现代化的博物馆
依山取势，自1991年4月正式开放，馆内花木扶疏，假山流水，
青石小路穿行其间；馆外茶园青翠馥郁，环境秀丽，是集茶
史、茶事、茶具、茶俗展览、学术交流、茶艺游览为一体的
茶专题博物馆，如今已免费向游人开放。据说今后还将挣脱
围墙的束缚，把五老峰和馆前大片茶园借进来，变成一座茶
专业生态型自然博物馆。

馆内四座建筑，风格优雅，错落有致。一楼茶展厅系统介绍
了几千年的茶叶发展史及历代茶具珍品，从唐代的煎茶法，
宋代的点茶法，到明代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再到清代
的茶馆文化，直到民国后期茶深入市井，走向世俗，进入千



家万户的日常生活。茶萃厅汇集了形态各异的茶叶实样，有
绿茶、红茶、白茶、黄茶、黑茶等。茶事厅则向游人详细展
现了炒、烘、焙等各种制茶步骤及自古至今制茶藏茶的工具。
茶缘厅则记载了国家领导人对茶文化的关注和支持，以及我
国同日、韩两国真挚热诚的茶礼交往，无不反映出自古为礼
仪之邦的中国以茶敬客、以茶会友的传统习俗和美德。位于
二楼的茶俗厅则像是一个小型浓缩的社会图景，展厅内搭建
着即可乱真的竹楼、茶馆或土炕，真实地再现了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地域朴实多样的茶饮习俗。

茶叶博物馆既向海内外旅游者宣传、宏扬了中华民族源远流
长的传统文化，又利用茶文化，将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动静
结合，让更多的游人在观赏美景时对茶文化略有所闻，增加
了游人的感性知识，促进了中外茶文化交流。据说，改建后
的茶叶博物馆还将建一个全透明玻璃棚，内种大茶树，能将
双峰茶园尽收眼底，到那时再去游览可能又别有一番情趣了
吧。

（五）曙光路茶艺馆一条街

杭州历来是一个典型的休闲城市，生活节奏缓慢，人文气息
浓厚，造就了茶馆生根的良机。其实茶文化和茶馆文化是相
辅相成的，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孕育了休闲适意的茶馆文化，
而反过来平民化的茶馆文化又不断充实着茶文化。茶艺馆是
传统茶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产物，也是茶馆迎合现代人需求
而自觉发展的产物，既能茗茶赏景，又能饮食，是休闲消费
者集聚的场所，可以说它是以演绎品牌文化来促进消费的一
个重要载体。杭州的各色茶馆数不胜数，这不仅是杭州人自
娱自乐的好去处，也为大量的外地游客所津津乐道。经历了
一天的接近大自然的特色茶旅，游客必然有回归都市的渴望，
曙光路上一间间清雅精致的门面或大或小，或庄或谐，给杭
州这个现代都市增添了不少古朴典雅的气氛，成为西子湖畔
一道独特风景。



据观察，茶馆的主人多为一些婉约清妙的女子，经营一个自
己小小的空间，毫不招摇地在灯红酒绿中给人以温柔与美感。
在那里既可看到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古董、木门、窗根及明清
家具收藏，同时可看到西式射灯、玻璃吊顶等现代元素的精
致细节，可以说杭州的茶馆将古典文化和时尚元素结合得恰
到好处。而且主人们大都非常注重环境布置，营造出浓郁的
饮茶氛围，可谓万丈红尘之中的一方净土，不失为游客夜晚
一个好的休闲去处。

三、关于开发茶文化旅游的可行性建议

如今杭州正努力打入长三角，接轨大上海，大力建设现代化
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在如此有利的背景条件下，可着力挖掘
其特有的龙井茶文化潜力，将茶文化融合在旅游过程中，以
龙井茶为主线索，结合其他各项活动，开发有特色的龙井茶
文化专项旅游，把杭州打造成今日的“中国茶都”。

（一）在商业街黄金地段设立西湖龙井茶专卖店，推行品牌
化经营，刺激茶叶消费，打通茶业中的呆滞环节，激活茶市，
促进茶产业的良性循环。茶叶生产与销售保持原有的高品质
和特色的同时，还应加强有关西湖龙井茶叶的销售包装及设
计的创意与构思，全方位体现中华民族悠久迷人的历史文化，
吸引世人争相品饮，更多接触了解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古国，
反过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品饮西湖龙井的行列中来。

（二）在西湖景区打造精品茶馆，营造自信而含蓄、开放而
宽容的文化空间。一家好茶馆，讲究的是品位，追求的是自
己的个性化；其实并不需要太多名贵的茶具和古董，也不必
装饰过多以致斧凿之痕迹过多。茶馆的灵魂在于它的空间感，
茶馆可有不同风格，或典雅或精致或纯朴，但须恰到好处，
以衬托出空间的宁静从容及流畅自在。

（三）作为旅游者消费的物质与精神要素总和，旅游产品可
谓旅游业的核心。因此，可根据资源条件和市场导向优化产



品结构，开发内涵品位较高的相关茶文化旅游产品，提升茶
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例如玲珑小巧的茶具、隽永典雅的茶
诗茶画、浑然流畅的茶书法、古老奇妙的茶史传说、印刷精
致的茶明信片，打造“西湖龙井”品牌。选择以“西湖龙
井”为杭州旅游品牌有足够的理由：(1)龙井茶文化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2)杭州以西湖龙井闻名于海内外。(3)茶文
化旅游所倡导的绿色环保旅游概念契合现代旅游市场需求的
发展趋势。

（四）可大力开发茶园生态游、茶都风情游，组织各地学生
进行龙井茶乡夏令营，让更多的人了解杭州，了解西湖龙井。
以龙井茶旅游为龙头，可带动旅游沿线景点、商品购物、茶
旅住宿的兴旺，对旅游地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五）使茶浴成为休闲度假村的一大特色。如今用茶叶泡澡
已成为一种时尚，绿茶中含有大量茶多酚，能达到提神醒脑、
轻身利尿、解毒疗疮的功效，茶叶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夏季沐浴可防暑降温，治疗晒伤，增白皮肤，提倡茶浴可令
游客的旅程更舒畅。

尾声

茶自人类发现以来早已淡化了最初的饮食意义，几千年发展
过程中，种茶、采茶、制茶、饮茶及相关的习俗、理念已成
为文化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杭州龙井素来美名远播，
设计龙井茶文化特色旅游路线使茶文化的知识性、趣味性和
康乐性融于沿途的旅游景点，让游客在品尝茶叶、茶点，观
赏茶具茶景、观看茶俗茶艺中产生一种美的享受。笔者认为
设计龙井茶文化旅游路线，推动茶文化的频繁交流，使龙井
茶文化跨越国界，广交天下，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
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旅游线路策划篇五

二、活动对象：历史文化系大一、大二学生三、主办单位：
系学生会女生部

四、活动时间：11月中旬

五、活动地点：六号教学楼

六、活动形式

1、本次活动以自由组队的形式进行，每队2～4人。（最好跨
专业组合）

2、参赛队伍从三个路线主题中选取一个主题，设计出一条最
优的旅游路线，通过ppt、flash等形式展示整条旅游路线，加
上生动的解说或其它更有趣的表演形式对旅游路线进行介绍
与说明，每支队伍的展示时间为10分钟，不得超时。

3、在汇报展示的过程中，参赛组合任选一人向在场的评委和
观众说明设计此旅游路线的初衷，以及本旅游路线的特色和
优点等，并对路线中所设计的景点有基本的介绍。

4、在决赛中，除了解说展示以外，还有答辩和才艺展示环节，
参赛队伍中选择一人回答评委提出的各个问题，一人展示与
其路线设计主题相关的才艺。

七、可选主题（任选一个）

1、红色革命我缅怀

寻访革命教育基地或革命历史遗址，设计具有教育意义的教
育活动，感受革命气息的熏陶。每个景点必须是与革命历史
或者与革命任务有关系。若是革命遗址，则要阐明其代表的



文化及意义；若是革命人物，则要阐明其生平事迹。

2、人民生活我关注

本次旅游路线设计不局限常规，能以人民生活为主体，深入
乡村或社区范围的基层中，了解60载国家的发展对人民生活
的影响，综合设计出反映人民生活变化的旅游路线及旅游活
动，叙说60载人民生活的改变。

3、家乡变化我知道

找出自己家乡有突出变化的地方，可以体现出家乡的发展，
设计具有代表性的旅游路线及旅游活动，了解变化历程，描
述其发展状况。可以是有代表性的地区，也可以是有代表性
的景物、建筑之类。

八、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设团体一、二、三等奖各一名，以及最佳设计奖和
最佳导游各一名。

九、活动预算：略

十、具体安排

以班为单位报名，各班在10月30日之前完成报名工作，于30
日将报名名单交女生部负责人。

十一、其他：

做好活动宣传工作，将此再完善。

某某大学历史文化系团委学生分会女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