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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乡村旅游资源整合小程序项目研究 
黎雪玉  李宇  黄涌波  苗鑫雨  林涵 

(大连科技学院  辽宁大连  116000） 

摘要：本项目通过旅顺口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进行调查，旅顺口区拥有山、海、森林、温泉、历史、文化等丰富
的乡村旅游资源，但并没有对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导致旅顺口区至今尚未形成特色乡村旅游品牌，无法给游客
留下深刻印象。目前，旅游类 APP 的互动体验通常集中在对景区的点评和平台用户的打卡晒图，无法满足用户的更
多需求。市面上的旅游类 APP 多推荐的是 5A 级景区或 4A 级景区，忽视了乡村旅游的巨大潜力。通过小程序开发，
整合旅顺口区乡村旅游景点、特色农产品、特色民宿、旅游路线推荐、休闲农业等，打造乡村旅游+文化、乡村旅游
+农业、乡村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升级，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同时也为乡村旅游、农村就业和脱贫攻坚提供重要的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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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3年国务院表示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以乡村振兴为基石，大力发展农业和乡村旅游，打造美

丽宜居乡村。2023年03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

印发《东北地区旅游业发展规划》，表示打造滨海旅游产

业集群，以大连为龙头，建设国际旅游活力湾区，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旅游目的地。 

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潜力，正成为旅游业发

展的新热点，有望实现新的突破。通过深入挖掘和整合

乡村地区的特色文化与生态资源，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乡

村旅游产品，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 调查方案 
（一）调查内容 

本项目通过问卷调查法调研游客的旅游消费情况、

对旅顺口区乡村旅游的满意度以及对该区域乡村旅游发

展的建议；小程序的使用偏好及消费者希望通过乡村旅

游小程序满足具体的需求。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对使用乡村旅游小程序用户进行画像描述，并了解

其主要消费行为特征： 

（1）用户画像：性别、年龄、职业、消费态度等。 

（2）消费行为特征：出现方式、旅游频率、使用满

意度、小程序接受度等。 

2.调查乡村旅游小程序用户的基本消费需求： 

（1） 乡村消费需求：通过乡村旅游小程序能够具

体了解当地乡村旅游的内容，如乡村旅游攻略、农产品

查询与购买、乡村文化传播、用户互动与分享、体验农

家乐、温泉康养旅游资讯等。 

（2）增值服务需求：需要具体的线上服务，如语音

讲解服务、个性化服务、线上销售、文旅产品预定和购

买服务等。 

3.探究小程序用户对乡村旅游的特色产品、活动、旅

行信息等方面的各项满意度及综合满意度的评价情况。 

4.根据市场趋势，调查知名乡村旅游小程序特征，如：

页面设计、功能实现、数据储存、出行路线、个性化设

置等，对比分析其竞争优劣势。 

（二）乡村旅游小程序用户的抽样方案设计 

根据问卷调查结合实地考察后，探究在大连市中山

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区等对于未使用小程

序的用户会主要选择其他平台购买文旅产品、特色农产

品等，因此研究其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具有代表意义。在

第一阶段抽样中，我们根据典型抽样的原则选定在中山

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区等用户作为一阶抽

样单元并予以入样。第二阶段采用偶遇抽样的方法对各

年龄段的小程序使用人群进行调查，以期了解其未在乡

村旅游消费的主要原因以及是否有成为小程序潜在消费

客户的倾向。 

本次调查共计问卷394份，在问卷调查结束后，进行

了检查和分析，有效问卷392份。 

3 调查结果 
1.用户以青年为主，女性占比略高 

调研结果表明，接受调查的男性比例为48.98%，女

性比例为51.02%，可见性别在乡村旅游选择中影响并不

明显。在校学生比例为34.44%，在职人员比例为38.27%，

退休人员比例为6.63%，其他比例20.66%，说明乡村旅游

更受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的喜爱。对于年龄来说，18岁

-25岁比例为48.21%,25岁-45岁24.74%，45岁及以上比例

占比27.04%。 

2.乡村旅游成为主流，小程序更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乡村旅游地点的宣传渠道主要包括小程序的推广、

朋友圈的分享、公众号的发布、朋友的推荐介绍等。调

研结果显示，有56.12%的人群非常愿意将乡村旅游小程

序推荐给身边人，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乡村感受

大自然。也有5.61%的人不愿意推荐这个小程序，可能是

他们对小程序不太熟悉，不太愿意去依赖小程序。 

3.乡村旅游活动多样化，以钓鱼和其他活动为主 

乡村旅游需求分析中，居民以钓鱼为主。钓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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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24.86%，农业体验与农家乐位居其后，分别占比为

20.99%、18.23%，乡村徒步占据了一定的需求比例，为

8.29%。现如今，退休人员旅游次数较多，他们更倾向于

钓鱼或者其他活动来释放心情和欣赏风景。 

4.丰富生活方式、体验乡村魅力 

现如今人们外出旅游的最大目的在于丰富生活方

式，占比达到69.39%，体验乡村魅力，占比达到64.8%，

放松心情，占比达到52.55%。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自己

的生活很乏味，需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同时随着年龄的

增长，人们越来越希望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乡生活，重新

体验一下乡村的魅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具有比较强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旅游了解当地的文

化习俗，其占比达到52.04%，来增加自己的知识量。其

他占比36.22%。 

5.旅游偏好不同，旅游因素因人而异 

外出旅游，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预算有多

少、路线安排是否清晰明确、住宿的环境如何、当地有

什么特色、选择什么出行方式。根据数据显示，路线安

排以及个人预算占比居高，分别为63.27%和61.22%。旅

游费用是重要的因素，人们会考虑交通费、住宿费、餐

饮费、门票费、导游费等，不同的目的地和旅游方式的

费用差异很大。住宿环境占比47.19%，好的住宿环境也

会影响旅游者的心情；旅游文化占比45.66%，文化和历

史也是旅游的重要因素，人们会选择热爱艺术、历史和

文化遗产的目的地，探索当地的文化底蕴。出行方式占

比38.01%，当地特色占比38.78%，其他占比44.9%。每个

人的旅游偏好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旅游因素的重要性

因人而异。 

6.旅游小程序和APP的使用偏好情况 

消费者普遍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

高，希望旅游小程序和APP同步发展，更加方便与便捷。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小程序和APP成为了人们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程序具有简单、便捷等特

点。根据数据显示，同时使用小程序和APP的人最多，

占比32.65%；仅仅只使用APP的占比28.57%，小程序占

比25.26%；而两个都不使用的占比13.52%。这说明了旅

游小程序和APP的发展较快，但是还没有得到普及。所

以我们要推介小程序和APP，进行乡村旅游的推广和宣

传。 

7.小程序功能齐全，消费者可购买特色产品 

调查发现，多数消费者会选择带一些当地的特色产

品、手工艺品、文创产品作为此次旅游的纪念品带回去。

其中，当地特色产品占比61.48%，在其他产品中占据最

高；手工产品紧随其后占比57.4%，深受艺术爱好者的喜

欢；旅游纪念品占比45.92%，文创产品占比34.95%，有

机农产品占比30.61%。消费者可以在小程序中与商家进

行实时的沟通交流、询问商品信息、获得购买优惠等操

作。 

8.旅游小程序信息储备量大，可进行查询 

结果表明，消费者更倾向于使用小程序及APP进行

线上了解当地信息，其次消费者希望线上可以了解到当

地详细的旅游攻略，特产、美食、景区、风俗文化等，

这样全方面的了解，使得消费者更加方便地去到当地。

其中，对特产的查询高达65.82%，旅游攻略占比达到

65.05%，住宿占比59.18%，景区占比55.1%，美食占比

56.89%，风俗文化占比45.92%。说明人们的需求多种多

样，乡村旅游小程序需不断更新具体信息。 

9.对乡村旅游小程序的建议 

为了使小程序得到更好的完善，收集了被调查者的

各种建议：提供详细的信息、增加互动体验、个性化推

荐、保证数据分析可靠、安全保障、持续更新等。其中，

安全保障建议达到63.52%，增加互动体验达到56.38%，

提供详细的信息占比47.19%，个性化推荐占比43.11%，

保证数据分析占比34.18%，持续更新达到33.67%。 

基于以上调研结果分析，乡村旅游小程序模块设计

如图1所示。 

 
图1 乡村旅游小程序界面 

4 结论 
本项目针对旅顺乡村旅游的实际需要，设计一款基

于微信小程序的旅游景点介绍系统，具体包含乡村民宿、

村游路线、休闲农业、特色产品、温泉康养旅游资讯等

模块，如以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等老街区、老建筑为核

心的历史文化观光旅游路线，以东鸡冠山景区、白玉山

景区等为代表的历史遗迹旅游系列等内容，在充分利用

旅游资源的同时大力宣传地方特产和地方风俗，通过网

络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

以此带动旅顺地区的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小程序平台会不断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网络旅游平台功能将会越来越丰富，为游客带来更多便

利，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名称：乡遇——基于旅顺乡村旅游资源整合小

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