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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创新发展研究
李洲洋

（新乡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了乡村的宏伟蓝图，对于乡村发展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

能有效改善乡村环境，将乡村改造为宜居的环境，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有利于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文化，改善乡村的生态环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业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本文重点探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

旅游创新发展策略，以期能为更多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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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设和发展中，三农问题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现代化

前行道路上，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

现阶段要想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要以旅游业为发展视角，

在此基础上探究具体的发展路径，具体论述如下：

一、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的关系

（一）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推动乡村旅游行业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能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利

于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要想达到乡村振兴这一目标，就需要

协调各项工作，如从资金与资源两个层面入手，做好两者的规划，

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更好地践行保护环境这一目标，进而加快乡村

振兴的步伐。同时，农村发展旅游业也能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为

更多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使更多人参与到农村旅游业的规

划中，力求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二）乡村生态旅游行业对乡村振兴战略有促进作用

从一定程度上看，建设乡村生态旅游业能够改善村民的生活质

量，也能为乡村发展提供有效保障。从现阶段乡村发展来看，对人

才质量有很高要求，培养技术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队伍能够提升

三农工作效率，同时也能助力乡村经济发展。虽然现阶段乡村生态

旅游业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但大部分资金还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在此过程中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尤为重要，能够提高乡村整体经济

水平，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缩短乡村振兴的实现时间。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创新发展策略

（一）拓宽融资渠道，促进旅游业发展

现阶段，国家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推行乡村振兴战略。随着

城市化的发展，大多数人没有感受过真正的乡村，对乡村生活充

满了憧憬之情，因此，开发乡村生态旅游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必须先具备充足的资金。

首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为建设乡村旅游业

要加大财政的投入。其次，政府可推行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

乡村，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以此来促进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注重保护当地乡村的生态环境，树立绿色发

展的观念。

（二）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构建乡村品牌文化

为了吸引大量的游客，乡村旅游业要注重完善相关的基础设

施，还要结合当地的优势资源，打造专门的乡村品牌文化，充分

发掘乡村特有的民间文化，进一步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旅游业

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为游客营造良好的吃、住、行等环境，首先，

可以建设带有乡村特色的民宿，在其周围建设小超市、卫生所等。

其次，还要发扬特色的饮食文化，开办农家乐，同时注意保持餐

饮业的卫生。第三，要修整游客进出道路，保证他们的出行安全。

对于风景区范围较大的地方，要引入一些先进的交通工具，如共

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建立公交车站点等。

（三）重视资源的开发，加强资源保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家要保护周围的生态环境。因此，

在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同时要加强保护资源，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政

策干预以及企业要自觉维护生态环境。在开发乡村旅游资源的过

程中，相关人员首先要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特别是对原始生态

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中，在满足观赏性的同时不破坏原有

的自然环境，从而维护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比如，著名的雅丹地

貌风景区－五彩滩，这是位于祖国北部新疆的一个生态旅游风景

区。为了保护雅丹地貌，景区内建设了很长木头栈道供游客观赏

壮美的景观。由此可见，加强资源的开发能够促进乡村旅游业的

持续稳定发展。

（四）搭建互联网平台，宣传乡村旅游特色

对于新兴的旅游项目，很大一部分人既想去游览又担心不能

获得很好的体验感，从而导致一些乡村旅游业发展不景气，甚至

面临倒闭的风险。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乡村旅游业可

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的作用，搭建互联网宣传平台，可将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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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建筑、美丽的风景、当地民俗特色等介绍给大众，从而激

发游客前往游玩的兴趣，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还

可与抖音、快手中的各大知名旅游博主、运动达人等合作，或者

打造本地特有的网红团队，让他们帮助宣传当地的旅游特色，提

高当地旅游业的知名度。除此之外，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

大多数游客都会收集独具地方特色的纪念品。基于此，企业可通

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在出售纪念品的同时提高当地旅游项目的影

响力，进一步消除人们的顾虑，吸引潜在的游客前往游玩。乡村

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很多乡村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我们常见的

有田园风光、蛙叫虫鸣、民俗文化、特色饮食等等，一方面，由

于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可看到形形色色的广告和宣传，从而前往

游览。另一方面，乡村安静、闲适、空气清新、民风淳朴等特点，

有利于缓解一些上班族或年轻人的压力，这种“慢节奏”的生活

方式被大众所热爱。在实际发展中，部分乡村旅游业由于地理位置、

人员稀少、知名度小等原因，后期发展速度较缓慢，且基础设施

较缺乏。借助“互联网 +”技术将当地实际情况呈现在大众面前，

让大家对此产生初步了解，使他们形成潜在游客，同时通过直播

等方式，带领大家欣赏具体的旅游项目，尽量使潜在游客变成游

客。比如，安徽省池州杏花村中美丽的杏花景观、湖南吉首市德

夯峰林重叠的景观、漠河北极村的极光等等，由于中国地域广阔，

这些地方鲜为人知，可借助互联网平台宣传，让外地人通过直播

欣赏当地的特色景观，从而吸引大量的游客。

（五）引导游客积极参与，增强客户黏性

为了提升游客体验度，乡村旅游业也要重点完善与游客的互

动机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从而增强客户的黏性。可通过创设

具体的游戏环境，如开展植树活动或者写纪念牌活动等，让游客

在游览景区的同时留下一些实质的东西，或是带走一些纪念品，

进一步加强游客与景区之间的关系。从上述情况可知，这样可为

乡村旅游业招揽游客，可能会吸引他们再次观赏景区，对乡村振

兴战略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乡村旅游业需要积极与当

地农户进行交流合作，通过咨询农户了解当地的优势资源，同时

也要进行访谈等，吸引农户积极参与旅游体验项目的建设，使开

发的旅游资源符合民众的心愿，从而创建企业与农户创建和谐的

合作关系。比如，汨罗市山坪镇玉池山村的乡村旅游业，事先针

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制定村规制度，组织当地农民一起参与创建旅

游项目，然后利用互联网等，宣传和推广玉池山风景区的特色项

目和文化品牌，从而吸引游客游玩，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让人

民携手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六）开发文化产品，激活地方饮食文化

特色饮食文化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一定的地域

性、民族性等特点，其中一些充满故事性的菜品，一定程度上可

反映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历史文化特色。由此可知，饮食文

化不仅可以丰富游客对历史的认知，而且可满足他们的怀旧情结，

增强他们对文化的体验。目前来看，部分乡村旅游业没有发挥好

特色饮食文化这一优势的带动作用，过度的商业性以及迎合市场

的需求，以至于丧失了原始的味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乡村

旅游业应该尊重发掘特色的饮食背后的故事或者历史渊源，让文

化带动游客消费，进一步带领当地种植业、畜牧业、特色农产品

加工等产业的发展，把它们构成产业链，从而提高当地的就业率。

与此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旅游业要重视饮食卫生，确保游客的

饮食安全，打造“绿色”的餐饮业，从而提升游客对风景区的好感。

比如，长沙的橘子洲头的特色美食，众所周知长沙是毛主席的故

乡，毛主席素来爱吃红烧肉，所以当地饮食中最有名的就数“毛

氏红烧肉”，这也是湘菜中必不可少的一道招牌菜。再加上橘子

洲头特有的历史文化故事，引导游客在怀念毛泽东同志的同时还

能吃到他最爱的特色菜品，这无异于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同时，

长沙在全国范围内以辣出名，在景区创设湘菜馆，可让游客随时

随地进行品尝，从而为游客提供了便利。

（七）做好特色保护，传承乡村文化

乡村有独特的自然资源，这也成为支持乡村发展的重要资源，

对于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从现阶段乡村发展情况来看，

一部分地区资源正缓慢消失，不利于彰显乡村文化特色。这就需

要乡村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建设景区管委会，加强对景区的保

护与日常管理运营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有效保护乡村的各种

文物，同时也便于相关人员开发新的旅游资源。此外，景区还要

做好乡村文化的宣传工作，承办各种文化活动，通过这种方式也

能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对于乡村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

动作用。

三、结语

综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创新发展可从多个角度

入手，如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重视资源的开发、

利用互联网宣传乡村旅游特色、引导游客积极参与、开发文化产品、

做好特色保护多个层面入手，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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