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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旅游开发模式对提升区域非遗保护意识和合理利用、推动非遗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地理空间视角，运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等方法分析了湖北省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空间分布及旅游开发模式。结果表明：（1）总体类型构成上，主要以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间文学、传统技艺等门类非遗

项目居多；（2）区域空间分布上，呈现大聚集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形态上表现为以武汉为中心点，以“恩施-宜昌-荆州-武

汉”为主侧，“十堰-襄阳-孝感-武汉”为副侧的“人”字形结构；（3）基于结构类型和空间布局的旅游开发模式上，整体凝练

为“一核三翼三区”分布形态下的发展态势，表现为以武汉为中心核的全面发展，衔接“传统音乐+民间文学”“民族+生态”

“旅游+健康”三翼模式，联动“旅游+研学”“民俗技艺文化区”“红色+休闲”三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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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体现着人类生活的印记，承载着世世代代人类活动中璀璨的智慧，是

祖辈遗传下来的极具民族性与民俗性的文化遗产[1]。非遗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已被社会各阶层人

民所熟知，自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国家大力出台政策以保护并传承非

遗[2~3]。经过十几年来不断的实践，文化和旅游部在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明

确指出，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4]。因此，探索非遗空间分布及旅游开

发模式，为非遗的整体性保护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响应了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的号召，引导发挥非遗

的区域特色与协同融合发展，对于传承开发非遗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对非遗研究起步较早，主要集中在法律制度的建设[5~6]、传承人保护措施与国外传承市场转化实践

的探索与经验[7]。国内关于非遗的研究从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开始较为广泛，主要

集中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生产开发、非遗继承者、旅游业发展等方面[8]。非遗空间的分布特征也是学者们

持续关注的研究范畴，基于不同区域尺度，对不同类型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在研究尺度上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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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层面[9~10]、区域层面[11~13]、城市层面[14~15]，类型上不断地细化涵盖了音乐类[16]、体育类[17]、民族类[18]等非遗

门类的研究，研究方法多以在地统计[19~20]、空间自相关[14]、核密度[20~22]、最近邻指数[13~14，22]等空间分析方法为主，

数据来源多集中在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基础上的空间化信息[9，13，18]，其中省级非遗的空间分布相对较少有待进

一步深化。在非遗与旅游研究内容上以非遗与旅游的互动关系[19，23]、非遗的文化旅游产品开发[24]、非遗的旅

游发展评价[25]、非遗旅游的持续性[26]等为主，结合非遗的空间特征提炼非遗资源旅游发展的模式相对较少。

鉴于此，本文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空间视角，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湖北省五批国家级、六批

省级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开发模式进行分析，有助于丰富非遗地理研究内容，促进非遗的活化利用，

以期为湖北非遗资源传承保护及分区旅游开发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发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单和六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单，其中部分非遗项目是由若干地区和单位联合申请并被认证的，根据研究需要，将该

类项目分别统计到隶属区域，按照非遗项目和申报地区或单位的不同统计，湖北省共有145项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579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见表1），利用百度地图地理坐标查询工具，整理出湖北省非遗空间信

息。湖北省行政区划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各地市相关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统计

年鉴。

表1 湖北省非遗分布

门类

国家级

省级

总计

民间
文学

21
62
83

传统
音乐

28
84
112

传统
舞蹈

12
54
66

传统
戏剧

25
59
84

曲艺

13
45
58

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

4
17
21

传统
美术

14
58
72

传统
技艺

10
137
147

传统
医药

6
28
34

民俗

12
35
47

总计

145
579
724

（二）研究方法

1.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指数可以评估研究对象的集中程度，已得到广泛的应用[20~22]，因此本文使用此方法研究非遗点数

据的集聚变化情况。最近邻指数为各点实际最近邻距离的平均值与各点理论最近邻距离的比值，该计算通

过ArcGIS10.8实现，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re = 1/2（n/A）1/2 （1）
R = ri /re （2）

其中，re 为理论最近距离，n表示测算点数，A为研究区面积，R为最近邻指数，R大于1则表明点要素为

均匀分布，R等于1则表明点要素为随机分布，R小于1则表明点要素为集聚分布。

2. 核密度估计方法

核密度分析法可以比较直观给出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集聚地，主要是通过计算得到核密度值进行制图

展示，其中核密度值越高，点状要素集聚程度越高，反之点状要素集聚程度越低，计算公式[20~22]如下：

fn( )x = 1
nhi
∑

i = 1

n

k é
ë
ê

ù
û
ú

x - xi

h
（3）

其中，K为核函数；h为搜索半径（宽度）；n为搜索半径范围内出现的点数，核密度估计值通过ArcGIS10.8
软件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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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

（一）湖北省非遗结构类型分析

截至2021年，国务院共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计1557个代表性项目，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

逐一统计，共计3610个子项，湖北省共计145个子项，占全国子项的4.02% 。结合湖北省国家级和省级的非

遗门类和数量统计（见表2），分析发现在湖北省国家级非遗中，十个门类均有涉及，其中，传统音乐类、传统

戏剧类、民间文学类占比较高，分别占19.31%、17.24%、14.48%；传统美术、曲艺、传统舞蹈、民俗、传统技艺均

占比在5%~10%之间；剩下两类占比相对较少，占比均在5%以下。

湖北省共有579个省级非遗项目，十个门类均有涉及，占比最高的是传统技艺，达23.66%；其次是传统

音乐、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占比基本都在 10%~20%之间；剩下五类均在 10%以下。综上分析得

出，湖北省非遗主要以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间文学、传统技艺等门类的项目居多，为后期非遗的再开发提

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

表2 湖北省不同门类非遗数量

门类

国家级

所占比例（%）

省级

所占比例（%）

民间

文学

21
14.48
62

10.71

传统

音乐

28
19.31
84

14.51

传统

舞蹈

12
8.28
54
9.33

传统

戏剧

25
17.24
59

10.19

曲艺

13
8.97
45
7.77

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

4
2.76
17
2.94

传统

美术

14
9.66
58

10.02

传统

技艺

10
6.90
137
23.66

传统

医药

6
4.14
28
4.84

民俗

12
8.31
35
6.03

总计

145
100.00
579

100.00

（二）湖北省非遗总体格局

将湖北省国家级和省级非遗的数量进行汇总统计，得到表3，研究发现：武汉市、恩施州、宜昌市非遗数

量占比较大，均在10%以上，其中武汉市非遗项目数量最多；黄冈市、十堰市、荆州市、襄阳市、孝感市位于第

二梯队，占比在5%~10%之间；其余几个行政区位于第三区间，占比相对较少，均在5%以下。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湖北省非遗的总体分布特征，运用ArcGIS软件中最近邻指数分析工具定量刻画湖北

省非遗的空间格局，计算得到湖北省非遗最近邻指数R值为0.02174，Z值为-50.356，说明湖北省非遗在地理

空间上呈现比较明显的聚类情况。结合湖北省非遗核密度分析（见图 1），湖北省非遗以武汉为中心点，以

“恩施-宜昌-荆州-武汉”为主侧，“十堰-襄阳-孝感-武汉”为副侧，呈现“人”字形结构，两侧向外呈逐渐减少

的趋势。

图1 湖北省非遗核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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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湖北省不同地区非遗数量

地区

武汉市

恩施州

宜昌市

黄冈市

十堰市

荆州市

襄阳市

孝感市

咸宁市

非遗数量

105

99

86

63

56

54

45

37

28

所占比例（%）

14.51

13.67

11.88

8.70

7.73

7.46

6.22

5.11

3.87

地区

荆门市

潜江市

天门市

黄石市

随州市

仙桃市

神农架林区

鄂州市

非遗数量

25

25

22

21

19

16

12

11

所占比例（%）

3.45

3.45

3.04

2.90

2.62

2.21

1.66

1.52

（三）不同门类非遗分布格局

将湖北省国家级和省级非遗的数量进行汇总，按照门类进行划分，用ArcGIS 10.8软件对不同类别的非

遗进行核密度分析（见图2），可得出如下分布特征：

民间文学类非遗的分布较为聚集，在武汉市形成了一个高密度分布区，在宜昌市、神农架林区和十堰市

的南部、孝感市形成三个次密度分布区。民俗类非遗在武汉市、鄂州市、黄冈市、黄石市形成的聚集区，与宜

昌市、十堰市形成三个高密度分布区，在潜江市、天门市、仙桃市、荆州市以及恩施州形成两个次密度分布

区。曲艺类非遗主要分布在湖北省的南部，在武汉市、天门市、荆州市形成三个高密度分布区，在恩施州、宜

昌市形成两个次密度分布区。传统技艺类非遗在湖北省分布较广，各个行政区均有涉及，在武汉市和荆州

市西北部以及天门市、仙桃市、潜江市的邻近边界处，形成了三个高密度分布区，在恩施州西部、宜昌市中

部、荆门市、襄阳市和十堰市北部，以及随州市、黄石市均形成次密度分布区。传统美术类非遗在湖北省分

布较为广泛，在武汉市以及天门市、仙桃市、潜江市形成两个高密度分布区，在恩施市南部、十堰市、襄阳市、

黄石市、咸宁市形成五个次密度分布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分布聚集性显著，在黄冈市与黄石市

相接的地区和武汉市、鄂州市、天门市、仙桃市、潜江市、孝感市，以及十堰市形成了三个高密度分布区。传

统舞蹈类非遗分布较为广泛，在恩施州、孝感市形成两个高密度分布区，在十堰市、襄阳市、宜昌市、潜江市、

鄂州市形成了五个次密度分布区。传统戏剧类非遗分布非常广泛，各个地区均有分布，但仅在武汉市形成

一个高密度分布区，在其他行政区均形成次密度分布区。传统医药类非遗分布较为集中，在武汉市形成高

密度分布区，在咸宁市、黄冈市、荆门市形成三个次密度分布区。传统音乐类非遗在宜昌市形成一个高密度

分布区，在恩施州、神农架林区、襄阳市和潜江市、仙桃市、天门市的聚集区，以及武汉市、鄂州市形成了五个

次密度分布区。

以上分析给出了湖北省非遗各门类在区域上分布的集聚性特征，研究发现不同门类的非遗其空间异质

性明显，未来应有效结合非遗的空间分布结构，整合各类资源，形成非遗资源活化利用，实现非物质文化资

源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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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湖北省不同门类非遗核密度图

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

（一）湖北省各市州旅游发展情况分析

根据湖北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各市州统计年鉴，得到湖北省各市州近两年的旅游总人数（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亿元）（见表4），对旅游总人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结合旅游总收入综合分析，得出武汉市、宜昌

市、咸宁市、十堰市位于第一梯队；恩施州、襄阳市、荆州市、黄冈市位于第二梯队；荆门市、黄石市、孝感市、

随州市、神农架林区位于第三梯队；鄂州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位于第四梯队。由此分析不难发现，湖

北省旅游开发呈现一定的区域性特征，整体表现为资源集聚区域辐射带动周边外围区域，其中武汉市、宜昌

市的旅游核心带动作用比较明显，因此应结合各类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将其进行资源整合及区域联

动开发，实现湖北省旅游的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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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湖北省各市州旅游总人数和总收入情况

2019
武汉市

宜昌市

咸宁市

十堰市

恩施州

襄阳市

荆州市

黄冈市

荆门市

黄石市

孝感市

随州市

神农架林区

鄂州市

仙桃市

潜江市

天门市

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31898.31
8857.75
7637.00
7540.31
7117.71
6029.42
5015.00
4300.00
3270.61
3222.00
3021.62
2802.16
1828.50
796.52
546.20
195.82
157.67

旅游总收入（亿元）

3570.79
986.00
394.14
775.04
530.45
448.59
368.00
309.15
198.46
200.73
195.01
178.68
67.77
61.09
33.98
16.05
9.20

2020
武汉市

十堰市

宜昌市

咸宁市

襄阳市

荆州市

恩施州

黄冈市

孝感市

荆门市

神农架林区

黄石市

随州市

鄂州市

仙桃市

潜江市

天门市

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25911.90
8001.60
7753.10
6840.00
4074.30
4017.00
3499.24
3491.60
2175.43
2047.05
1549.50
1243.59
1235.20
490.40
415.60
200.00
133.59

旅游总收入（亿元）

2906.29
819.83
695.00
355.00
256.10
250.24
202.16
241.62
136.01
110.26
59.66
54.17
86.95
29.00
21.08
16.00
6.83

梯队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第四梯队

（二）“一核三翼三区”旅游开发模式

结合湖北省各行政区的旅游发展情况和非遗分布情况，不难发现武汉市不仅在旅游总人数与总收入上

远超其他市州，非遗的总量上也居于全省第一，同时武汉市是全省的经济命脉，也是旅游开发中心，应进一

步加强武汉市在湖北省旅游业中的这一核心地位。

为了有效地巩固武汉旅游核心地位，需要发展与之相匹配的次级核心城市，结合前面的分析，拟定三个

支撑点，命名为“三翼”，指恩施州、宜昌市、十堰市，这三座城市的旅游开发情况一直处于全省前列，且非遗

数量在湖北省排名分别为第二、第三、第五，是湖北省重点旅游城市。

在核心点、次级核心区的带动下，应形成区域联动、成片发展的态势，整体归纳为“三区”，即“襄阳-随
州-荆门-孝感”区、“天门-潜江-仙桃-荆州”区和“黄冈-黄石-鄂州-咸宁”区。这三个区域不仅在地理位置

上相邻，在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也息息相关，且旅游开发情况也并不突出，所以将其划分为“三区”，由

此形成“一核三翼三区”旅游开发布局。

1.“一核”的旅游开发模式

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人口众多，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经济发展好，是湖北省唯一一座特大城

市，为非遗旅游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注重不同门类非遗全面发展

武汉市有22项国家级、83项省级非遗，十种门类的非遗均有涉及，其中，除了传统舞蹈、传统音乐在武汉

市是次密度分布，其他八类非遗在武汉市均为高密度分布。武汉市应充分发挥自身人力、物力、财力优势，

承担起全省旅游枢纽、宣传、引领的作用，注重不同门类非遗的全面发展。

（2）打造非遗品牌，为非遗旅游开发树立榜样

武汉市有很多高质量的国家级非遗，他们兼具文化价值、欣赏价值、保护与传承价值，且可以为其他市

周玄德，邓祖涛，张 浩：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旅游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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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非遗旅游开发提供参考意义。比如像汉剧、楚剧等传统戏剧类非遗，湖北评书、湖北大鼓、湖北小曲等

曲艺类非遗，可以利用武汉市文化馆、京剧院以及专家的力量，将一些代表性剧目，如《双尽忠》《两狼山》《生

死板》等多加宣传并演出，也可以积聚力量创造出更多新的剧目，为其他地区的非遗发展提供案例。

（3）充分传承传统医药类非遗

湖北省有145项国家级非遗，传统医药类非遗在所有门类的非遗中占比不高，仅占6项，且其中3项都在

武汉市；湖北省有579项省级非遗，传统医药类非遗仅有28项，其中9项都在武汉市。鉴于传统医药类非遗

仅在武汉市形成高密度分布区，所以武汉市应重点关注传统医药类非遗，大力保护并传承传统医药类非

遗。湖北省拥有众多优秀的医疗资源，在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查询，发现武汉市共有91家综合

医院、12家中医院，除此之外，武汉市还有湖北中医药大学等多个开设了中医相关专业的高校，保护传统医

药类非遗，需要医院和高校一起交流合作，让更多年轻人学习并传承传统医药类非遗。

2.“三翼”的旅游开发模式

恩施州、宜昌市、十堰市均分布在湖北省西部，三市在地质结构、人文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均有相

似之处，都是著名旅游城市、宜居城市，但三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和人文环境，因此在旅游开发模式

中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经验，但也需要注意挖掘自身优势与特点，发挥出不可替代性。

（1）恩施州旅游开发模式

恩施州国家级和省级非遗数量为 99项，位居全省第二，恩施州的非遗类型主要以传统音乐、传统舞蹈

为主，可以打造“民族+生态”的旅游开发模式。可以让具有较强观赏性的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

歌舞类非遗，借助恩施大峡谷、利川腾龙洞、唐崖土司城等旅游发展较好的景区平台进行表演，有助于传播

与传承非遗，也推动了“民族+生态”的旅游发展。特别是传统舞蹈类非遗，主要在恩施州形成高密度分布

区，如摆手舞、打溜子、利川灯歌等非遗，可以通过政府的推动，号召当地居民学习并表演，不仅为该地经济

发展注入了非遗的力量，也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

（2）宜昌市旅游开发模式

宜昌市一直是湖北省旅游强市，其非遗数量排全省第三，总数为86项，主要有传统音乐、传统技艺、民间

文学类非遗，可打造“传统音乐+民间文学”的文化历史之城。传统音乐类非遗仅在宜昌市形成高密度分布

区，因此宜昌市可大力宣传该类非遗，例如江河号子这项国家级传统音乐类非遗的申报地区有宜昌市夷陵

区、伍家岗区、秭归县，这类非遗申报地区都较多较广，说明它对当地的影响比较深远，各县区应联手宣传此

类非遗，扩大其影响力，增加旅游吸引力。宜昌市也有一些全国知名、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类非遗，如屈原

传说、王昭君传说等，政府应讲好此类文学故事，让此类非遗成为当地特色名片。

（3）十堰市旅游开发模式

十堰市非遗数量排全省第五，总数为56项，各类非遗均有涉及，包括传统医药、民俗、民间文学、游艺与

杂技类非遗等，其中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举世瞩目，蕴藏的道教医药文化源远流长。武当道教医药作为中

国传统医药的瑰宝，作为非遗项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与发展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

以发展“旅游+健康”的旅游开发模式。十堰市生态环境优美，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2018年国际候鸟养生之都”等，其作为中国道教圣地，武当武术让人强身健体、休养生息的作用一直吸引大

量游客前来，还有武当山道教医药、中医正骨疗法等传统医药类非遗，适合发展大旅游、大健康。

3.“三区”的旅游开发模式

“三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在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也息息相关，然而其单个城市并没有形成

显著的旅游效应，旅游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所以可以形成城市圈，共同合作发展旅游，带来群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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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襄阳-随州-荆门-孝感”区旅游开发模式

襄阳市、随州市、荆门市、孝感市位于湖北省中北部，分别拥有45项、19项、25项、37项非遗，在非遗数量

上，襄阳市和孝感市在湖北省内排名分别为第七、第八名，但襄阳市的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一直位居湖

北省前列。该区传统技艺、传统戏剧类非遗占比较大，该区拥有很多高质量的人文旅游资源，是中国历史的

重要见证，可以发展“旅游+研学”的旅游开发模式。可先与本地中小学、高校合作，设计出寓教于乐的研学

旅游项目，将其丰富的人文知识传播出去，如襄阳古隆中可以向学生教授诸葛亮的故事，传达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中国优秀文化理念。该区有丰富的传统技艺类非遗，例如传统棉纺织、传统面食、酱菜、松花皮蛋、

孝感麻糖等有趣的传统技艺，可以在研学旅游的活动中，加入学习制作的体验项目，不仅可以传播非遗，还

可以增加研学旅游的体验感和趣味性。

（2）“天门-潜江-仙桃-荆州”区旅游开发模式

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荆州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分别拥有22项、25项、16项、54项非遗，其中，荆州

市的非遗数量最多，排名全省第六，旅游发展也最好，居于湖北省前列。该区传统技艺、曲艺、传统美术、传

统戏剧类非遗占比较大，该区可以打造“民俗技艺文化区”的旅游开发模式，以荆州市为中心，带动潜江市、

仙桃市、天门市三市的旅游开发，为其引入更多的游客，同时也可以增强荆州市的旅游吸引力。该地的传统

戏剧、曲艺类非遗较多，比如花鼓戏、皮影戏、跳三鼓等极具观赏性的民间戏曲，可将这些特色表演类非遗融

入旅游项目，集体验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如让游客身着特定服装、学习表演乐器、参与到表演中。该

区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非遗数量也很多，如仙桃剪纸、天门糖塑、潜江油纸扇等，可以发展传统美术、传

统技艺科普展馆、技艺传习所等兼具展示与学习的场馆，一方面保护了该技艺，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游客动手

制作，提高娱乐性和体验性。

（3）“黄冈-黄石-鄂州-咸宁”区旅游开发模式

黄冈市、黄石市、鄂州市、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分别拥有63项、21项、11项、28项非遗。其中，黄冈

市非遗数量最多，排名全省第四，咸宁市的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位于全省前列，黄冈市旅游总收入和总

人数居中，该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占比较大，该区有重要的红色资源，如麻城市烈士陵园、黄麻起

义、龙港革命旧址等，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咸宁温泉谷、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所以可以发展“红色＋休闲”

的旅游模式，注重休闲式、度假式旅游。该区有黄梅戏、采茶戏等著名传统戏剧，也有孔门拳等传统体育活

动，可以设计结合温泉、技艺、戏剧等各类资源于一体的休闲度假式旅游产品。

四、结论

本文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综合最近邻指数、核密度等方法对湖北省五批国家级、六批省级非遗的空

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归纳提炼旅游开发模式，研究结论如下：在类型结构上，湖北省拥有国家级非遗

145项，占全国4.02%，省级非遗579项，两者均涉及十个门类，其中主要以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间文学、传

统技艺等门类的非遗项目居多。在空间分布上，湖北省非遗最近邻指数为0.02174，体现了其分布上的集聚

性特征，主要分布在武汉市、恩施州、宜昌市三地，三地的非遗数量均在全省的10%以上，形态上表现为以武

汉为中心点，以“恩施-宜昌-荆州-武汉”为主侧，“十堰-襄阳-孝感-武汉”为副侧的“人”字形结构，其中不同

门类的分布上空间异质性明显，呈现不同程度的高密度、次高密度分布区。在旅游开发模式上，整体凝练为

“一核三翼三区”的分布形态。“一核”体现为武汉市的注重不同门类非遗全面发展、打造非遗品牌、充分传

承医药类非遗的发展特色。“三翼”表现为宜昌市打造“传统音乐＋民间文学”的文化历史之城、恩施州推动

“民族＋生态”的旅游开发模式以及十堰市强化“旅游+健康”的模式。“三区”侧重连片发展思路，表现为“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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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随州-荆门-孝感”区完善“旅游+研学”的旅游开发模式、“天门-潜江-仙桃-荆州”区打造“民俗技艺文化

区”的旅游开发模式、“黄冈-黄石-鄂州-咸宁”区构建“红色＋休闲”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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