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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 . 1 旅游成为生活“刚需”
现如今，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已经实现。我国的主要矛盾要求着我们必须在平衡发展的情况
下，更好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随着近些年的发展，
旅游行业对我国GDP 的贡献越来越大，旅游行业的周边产品及
生态领域体系也在逐渐完善丰富，可见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发
挥的作用更加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稳
步提升，旅游已经不再是“富人”的特权，而逐渐成为了每
一位老百姓的生活常态。

1.2旅游业开始复苏
2020 年下半年国内旅游业逐步回暖。有数据显示，2020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6.37 亿人次，按可
比口径同比恢复7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 亿元，按可比
口径同比恢复 69.9%。

1.3农村文旅需求逐步释放
据国内旅游近几年的数据来看，2019 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

到达60.06亿人次，在这之中城镇旅游人数达到44.71亿人次，
农村旅游人数为15.35 亿人次。从增长趋势来看，我国农村旅
游人数增幅呈现出逐步走高的趋势，2015 年增速为 5.31%，
2019 年增速为8.10%。其增速超过了城镇人均旅游人数增幅，
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文旅消费潜力是巨大的。

2  现状
2.1我国目前文旅产业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度不高
虽然河北省提出了“旅游+ 文化”的产业融合政策，但若

想把这些政策落实到实际中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很多的融合只是
停留在了表面上，并没有深度挖掘旅游和文化之间的融汇互通关
系。许多景点只是在盲目跟风，遍地的“xx文化村”“xx特色小
镇”，强行附加文化含量，营造虚假特色。这一现象严重阻碍了我
国文旅行业发展的脚步。若想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充分认识到文
旅行业的文化属性和以文塑旅的重要性。

2.2乡村旅游景点服务不周的现象
许多景点一味的追求景区的表面环境治理，却往往忽视了

“软环境”治理。我国乡村旅游的开发为周边村民带来了很多
脱贫致富的就业机会，但由于相关部门培训和监管不到位，造
成了很多“服务差”“欺客宰客”的不良现象。不仅没有给
游客展示出景点的核心特色服务，反而给游客们带了极差的旅
游体验，也抹黑了旅游业品牌的形象。

2.3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如今我国部分乡村文旅景点的设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大

部分景区的基础设施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例如乡村交通设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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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经常出现堵车问题，尤其对于自驾游的游客群体来说，旅游
体验大打折扣。景区的交通情况关系着景点的通达性，直接影响
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卫生设施不足，虽然2015年经历了“旅
游厕所革命”之后大部分景区厕所环境有所改善，但是乡村旅游
景区至今仍是重灾区，厕所脏乱差情况频出，导致游客满意度下
降。网络条件差，手机经常出现无网络甚至无信号的情况。不仅
影响了游客的体验，更是与如今打造智能化景区的初衷背道而
驰，极大的阻碍了景区的发展。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网络设施是
乡村旅游必须升级的设施体系。目前来说，升级乡村文旅景点的
基础设施是当务之急。

2.4景区定位不准
目前国内许多乡村文旅景区存在眼高手低的现象，景区定

位不准，并没有结合当地的文化、习俗、所有资源来进行定
位，而是什么都想做，却每个点做的都不够深入。错误的定
位使景区的发展成为了南辕北辙，造成了事倍功半的效果，资
金投入了很多却并没有形成景区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3  对策及建议
3.1 根据当地特有文化，打造专属旅游项目
二郎湾度假村应大力推进文旅理念的融合，利用当地的特

色文化，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树立以文促旅的理念，打造
专属旅游项目，同时以旅彰文，利用旅游带动文化产业发展。
二郎湾度假村文化底蕴深厚，杨六郎行军途中曾在此地安营扎
寨，可以以此为文化营销基点，打造系列旅游项目，如以杨
六郎的不畏艰难，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定期举办
文化宣传活动，以传统戏曲、皮影戏的形式，及话剧、灯光
秀等现代方式，演绎杨六郎为国征战四方的感人英雄事迹，将
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同企业文化相结合，打造新文化品牌，以此
吸引游客，带动二郎湾度假村旅游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二
郎湾度假村与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景区相邻，可以利用白石山
5A 级景点的优势，利用白石山流量大的特点，在白石山景区
设立二郎湾广告宣传点，借势引进客流量，以此促进二郎湾杨
六郎文化的传播，真正落实文旅业态融合，促进二郎湾文旅持
续向好的发展。

3.2 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切实保障游客权益
乡村旅游景点存在市场管理疏松问题，导致大量商贩利用

景点距离优势哄抬商品价格，出现“宰客”现象，极大的降
低了游客的文旅体验，使得景区损失了大量的客流量。对此，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关规章制度及政策，加强市场的监管
力度，革新监管方式。针对此类现象，二郎湾度假村可以采
取统一化管理模式，成立专门小组，将合规商贩进行统一管
理，根据不同的产品种类设立不同的价格标准，制定景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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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对违反标准的商家根据情况设立不同程度的惩处措施，并
开展评选投诉活动，设立游客意见投诉箱，定期浏览整理，针对
问题商家加以核实并采取相关措施，对良心商家加以表彰并帮助
商家进行宣传，给予一定的特权或者优惠措施，帮助其树立良好
的榜样带头作用，以此促进公平竞争，保障客户的权益。

3.3完善度假村基础设施，提高游客文旅体验
乡村相对城市比较落后，经济不发达，缺乏资金进行建

设，并且乡村大多是地势不平坦，山林耸立的，因为这些自然地
理因素，使得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难上加难。由于二郎湾位
于山腹之地，道路狭窄，游客交通不便，时常发生道路拥堵情况，
对此可以设置专人管理，在交通枢纽处对来往车辆加以疏通指
挥，保证道路的通畅，加强停车场区的管理，专人安排车辆位置，
保持良好的秩序，以此缓解交通问题。卫生基础设施方面，增多
卫生设施缓解排队问题，对保洁问题加以重视，制定奖惩规章，
不定期对景区卫生进行抽查。现今，互联网迅速发展，大数据网
络渗透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成为人们的必需品，但乡村
的网络基点设施并不完善，导致经常出现网络卡顿现象，对此，
乡村可以和多个网络运营商接触，并展开深度合作，运营商根据
乡村的基本情况，建设符合乡村实际情况的特有网络模式，使得
网络宽带可以全村覆盖，解决村民和游客的网络问题。逐渐完善
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通过游客的反馈，积极改进，努力提
升游客的文旅体验。

3.4精准定位，线上线下精准营销
现今，景区的建设与服务大同小异，在不同的景区总是能

看到相似的影子，引发“千村一面”的同质化竞争，景区并
没有鲜明的特色能够让人印象深刻，这样很容易造成游客的审
美疲倦，只能进行一次消费，不能够产生客户粘性，客户忠
诚度不高，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二郎湾可
以突破思维定式，根据周围的景区情况，认真的分析市场，利
用先天环境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精准定位，跳出已有的框架，
对景区的发展趋向做出规划，以此开展精准营销。景区持续开
展旅游服务标准化建设，注重服务品质提升，持续开发打造特色
新产品、精品线路，线上利用大数据优势精准营销，线下加强合
作扩大营销点的建设，打造“点上有风韵、线上有风景、面上有
风光”的知名乡村旅游目的地。

4  现实意义
4.1有利于脱贫攻坚

“十三五纲要”中提出精准扶贫，将扶贫政策进行创新，健
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并不适用于同
一套脱贫政策，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本文
中提到的“白石山风景区”地处河北涞源县，（一个国家级贫困
县）。涞源县界内有“世界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拒马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阁院寺等具有代表性的
8大景区和218个景点，风光独特，同时涞源县也具有相当丰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片土地上抗日小英雄王二小、杨六郎爱国
故事、黄土岭战役、白求恩以身殉职等红色故事广为流传。结合
涞源县的独特风光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因地制宜推行“文化+旅
游”新型发展模式，推进涞源县第三产业的发展，延长农业产业
链，打造特色鲜明的文旅产业品牌。发展乡村旅游拓宽了几名增
收渠道，这也使得涞源县于2020年实现脱贫摘帽，在这场脱贫
攻坚战中，突出了乡村旅游扶贫在旅游扶贫的重要地位，也说明
了在大旅游时代在，因地制宜采取旅游扶贫模式在乡村振兴战
略、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完全可行的，也为其他国家级贫困县脱
贫摘帽打了个样。与此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文旅产业也对返
贫进行有效遏制，有利于巩固当地的脱贫成果。

4.2“文化 + 旅游 + 乡村”模式助力发展
发展乡村文旅产业，要将“文化 + 旅游 + 乡村”紧密结

合起来，这种新的推广模式在保护农业生态和乡土文化，促进
农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掀起“乡村游”、“周边
游”热潮的背景下，位于河北涞源县白石山风景区的二郎湾民宿，
是文旅产业的一个重要的缩影。在二郎湾民宿的古风建筑和民宿
众多的文化元素，以及白石山的秀美风光的环境中，游客可以放
松身心，放飞心灵，获得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在良好的文旅体
验中，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助力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

4.3利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文旅产业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可以休憩的场所，同时

也留住了一部分当地人建设这片乡土，当地的常居人口数目增加
了很多，再加上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这都会对当地的基础设施提
出挑战。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跟不上，会对当地的旅游业的
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督促政府不断完
善交通、电力通讯等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便利的交通，各种
健身设施应有尽有、通讯网络等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更多游客
的目光，当地的旅游业不断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有所增
加，政府不断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居民生活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不断提高。

4.4城乡融合，文化传播
乡村文旅产业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

乡融合，城市里的人们趁这寒暑假、周末带着举家带口的来到乡
村，去周围的景点景区四处走走转转，乡村里的人们提供服务，
开设民宿，农家院等等，城乡人们也因此有了更多的互动与交
流。在城乡居民的互动过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
形态相互渗透，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文
化素养，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当地居民的意识形态。当地居民
很少有走出去的机会，但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
城市人民走进了乡村，城市人的“讲礼貌、懂文明”会像标杆一
样影响着当地居民，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当地居民为了更好地结
合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模式，将会加大力度挖掘、保护和宣传当
地文化，这样更有利于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

4.5增加就业
随着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此观光

游玩，这就代表着需要有更多的当地居民投身服务业，开设民
宿、农家院、游乐设施等来接待游客，当地居民足不出户就有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赚钱渠道，也就留住了一部分人建设这片乡
土，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留守儿童的人口比例，也有了一家团
聚其乐融融的情景。

5  发展展望
虽然现在我国的乡村文旅产业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随着

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尤其面对沉重
复杂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的人们将会需要一个供他们休息的，
尤其是心灵休憩的场所；同时“周边游”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亲
睐。在“周边游”的热潮下，乡村文旅产业凭借其离家近、远离
城市喧嚣等的优点，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我们相信在不远的未
来，乡村文旅产业的现实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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