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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分析
武　超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化落实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

这样的前提下，想要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进一步缩

小城乡经济差距，需要我们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的优势，在统筹城

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旅游资源的发掘与创新，从根本

上推动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探究了乡村振

兴视角下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并且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针对性的对策分析，希望为农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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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明确，在当前我国需要长期执行乡村振

兴战略，要以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生态环境建设、乡村社会治理

发展和乡村文化生活的丰富为主要的工作目标。科学、有效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既能够促进国内乡村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

也能够推动旅游产业与基层地区的生态保护工作以及地区产业发

展的有效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化，能够对农村地区

文化遗产的创城形成良好的政策支持。所以，在推动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有效推动现代乡村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我们开展农村旅游资源开发工作所要重点考虑

的问题之一。

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资源的概况

（一）乡村旅游资源的定义

从资源内容层面上出发，乡村旅游资源可以分为地域景观资

源、水域风光资源、生物景观资源、气候景观、遗迹遗址景观、

建筑景观、人文景观等；从旅游资源的基本内涵出发，乡村旅游

可以分为经济功能、吸引功能以及生态功能等类型。因此对于乡

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管理者而言，需要对资源的类型进行明确划分，

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开发与建设等工作。

（二）乡村旅游资源的特点

物质性和文化性的共生与共存。乡村旅游资源一方面指的是

各种类型的物质景观，比如说自然景观以及人文物质景观等。另

一方面，乡村旅游资源本身还囊括了各种形式的精神、文化以及

民俗习惯。例如工艺美术、特色民俗节日以及音乐舞蹈等。可以

说乡村文化资源以其独有的历史精华，对于外来旅游者具备得天

独厚的吸引力。因此从乡村旅游资源的特点出发，对其进行开发

时需要兼顾文化资源以及精神内涵，进而为旅游者们带来物质与

文化的双重体验。

多样性与广泛性并重。乡村旅游资源在种类与形式上是非常

丰富的。例如农业景观，就包括种植、畜牧、渔业以及林业等诸

多景观；在民族风俗习惯上，包括一些地区特有的节日、音乐舞

蹈等，有着极为显著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点。可以说乡村旅游资

源的形成与发展跟当地的人文因素有着密切关联，因此不同的地

域间的乡村旅游资源会在形式与内涵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能

够对当地的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宗教等特点加以彰显。这也是

乡村旅游广受人们追捧与好评的主要因素之一。

开发性和保护性并存。对于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而言，需要

尊重科学合理以及有限的原则，要保障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

生态效益这三者间的平衡，避免出现开发过度或者是无序开发的

问题。要加强对现有旅游资源的珍惜与保护，进而推动乡村实现

更好地转型与发展。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意义

从国务院颁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文件内容来看，在推

动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区政府要重点做好历史文化

资源的有效开发与保护，立足于地方的人文自然资源特色推动旅

游资源的应用，促进基层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形

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文旅产业项目，助推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实。

自 2016 年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乡村旅游和文化产业有效融

合的政策文件以来，关于历史文化以及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

相关研究不断增加。但是现阶段国内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主要立足于旅游文化的发掘，对不同地区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的

发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但是缺乏旅游资源整体的开发利用规

划。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促进文化产业

与乡村旅游产业有效融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落实的重要

举措。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现状

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乡村旅游产业的创

新发展路径，这是相关部门重点思考的问题。各地政府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指导下，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已经构建了乡

村旅游发展创新体系，并且对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但是有不少的乡村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也呈现

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资源开发缺乏时效性、资源利

用缺乏统一指导规划等。这需要相关部门对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进

行有效创新，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化的背景，进一步推动

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一）旅游产业融合管理机制不健全

现阶段很多地区政府在开发当地旅游资源时，缺乏配套的旅

游产业管理体制，这是阻碍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因素。不少

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管理体制处于分割状态，往往是统一旅游文

化产品在不同区域的价格不同，并且具有同质化的特点。行业壁

垒比较严重，不同区域对统一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重复，

导致旅游项目内容同质化，降低了旅游项目的吸引力。所以在实

际的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我们要立足于政府制定的旅游资源开

发管理条例，在相关法律体制内形成不同的客户服务模块，推动

旅游资源与文化产业的有效融合。

（二）人文景观过度城市化

随着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地不断加快，乡村地区的

人居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各种新型的民用设施以及公共基

础设施给乡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以说城镇化的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乡村居民的生活体验，但是也或多或少地

导致了人文景观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很多本身具备显著民俗特色

的历史建筑为了顺应城镇化建设工作的发展步伐而被拆毁，各种

雷同的城市建筑在乡村土地拔地而起，严重破坏了乡村旅游的美

好体验。因此，乡村旅游开发者需要找到城镇化建设与旅游资源

保护之间的边界，找到足够的机会呈现乡村特色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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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程度低

提高乡村地区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促

进地区文化与乡村旅游产业的有效融合，但是当前由于城乡存在

的经济差距导致乡村地区的文化产业总量较低，乡村文化产业结

构不完善，在资金投入上有所不足，很多高素质人才在毕业之后

都选择到周边的大城市中发展，很少选择留在乡村建设文化产业，

在这样的前提下，很多乡村地区的文旅产业整体发展质量不足，

一些具有深度内涵的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或者红色文化资源得不到

有效的开发，与旅游资源相关的文化 IP 难以创新开发，旅游文化

品牌建设质量不足导致本地区的旅游产业缺乏吸引力，难以形成

资源聚集效应。

（四）文化旅游产业产品创新意识不足

开发建设乡村地区旅游文化资源，创新创业是极为重要的一

环，创新意识的培养是促进乡村文旅产业融合的必要前提。在开

发乡村文旅资源的过程中应用创新思维，能够将开发者的目光由

资源本身转移到群众的实际需求上，促进不同旅游资源和生产要

素以及产业运用模式的不断发展偶遇完善，带动乡村旅游文化产

业的进一步创新。但是在当前，鉴于不同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具

有不同的特点，并且统一区域之间的旅游资源文化要素的特色创

意和要素创新内容有限，导致地区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活动受限。

（五）文化旅游产业人才资源相对短缺

推动现代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应用，管理人才的储备及应用

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无论是从旅游文化创意的角度还是旅游

管理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都是促进乡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利用

的重要力量，是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的重要前提。

当时在当前的乡村旅游文化人才培养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综合类

的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有所不足，人才培养工作也没有立足于地区

的旅游资源实际特色。在现代乡村旅游资源不断开发的过程中，

管理人才的短缺是造成乡村文化旅游产业不完善的重要因素。

四、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策略

（一）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发掘工作内在关联

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发掘、利用旅游资源首先要从顶

层制度的设计工作做起，构建起完善的旅游资源管理体制，政府

主导、文化旅游部门主管、相关部门协调联动以及社会群众的广

泛参与。文化旅游部门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针对文化旅游产业

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问题进行商讨解决。此外，乡村地区要立足

于地区政府发布的旅游文化产业政策和文件精神，结合乡村振兴

战略的集体规划要求，构建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管理机制，明确责

任管理制度，提升文化管理水平，确保经济发展效益。

比如，我市党委和市政府对市内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进行了

科学的规划和准确的定位，将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我市的主导产业

之一，并出台了《关于发展本市旅游文化产业的决定》《关于加

快推动本市旅游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意见》《怀化市旅游

营销奖励制度》等相关文件，并将旅游重点项目纳入市委、市政

府“五个 10”重点项目。同时在去年召开了全市的文明生态旅游

工作会议，对本市的各项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科学的规划、

精准定位；全市各市直部门全力支持配合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县市区将旅游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抓，全市上下形成了抓产业、

抓项目的发展共识和大抓旅游工作的浓厚氛围。

（二）做好旅游资源整合，创新旅游文化内涵

在发掘乡村旅游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地区政府可以立足于乡

村文化旅游景点的建设工作，对乡村旅游景点的项目统一规划建、

统一调度、统一投资开发，并形成整体的品牌运营，集中资源打

造乡村优秀文化传承平台，形成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品牌。重点结

合区域民俗和古村落、红色革命遗址等建立特色旅游文化产业，

采用“党建 + 旅游 + 文化”的发展模式，促进民俗旅游项目的特

色发展，实现文化增收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目标。

推进旅游 + 文化融合。突出文旅消费聚集区的培育。大力发

展以民宿为代表的微度假区，目前全市有精品特色民宿 150 余家，

如沅陵云庐、溆浦星空云舍、雁栖山庄、鹤城区悬崖小木屋、洪

江市群红农庄、黔阳荟客厅、靖州县青龙界山庄、通道县月也客

栈等；积极引导洪江古商城烟雨洪江、鹤城锦绣五溪文旅综合体

等文旅消费街区的发展。通道县坪坦乡、洪江古商城小镇评选为

首批湖南省文旅特色小镇。大力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区，比如《狃

子花开》《又见小城故事（洪江古商城）》等旅游综艺节目的开发。

最为重要的是发掘本地区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本地区的通道转

兵纪念馆被省委组织部确立为党性教育基地。同时进一步发展研

学旅游产业，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的实施意见》

等指导性文件，促进研学旅游项目的发展。

（三）强化人才培养，促进旅游文化创新

在现代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文化创新是乡村旅

游产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管理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在

发掘现代农村旅游文化资源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立足于乡村文

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特点，聚焦于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规章制

度构建和专业人员的培训管理，重点发展从业人员的个人业务能

力，针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郭干工作机制和方法提出具有前瞻性

和科学性的建议。比如文化管理机构可以选拔地区优秀青年干部

到实际的项目企业中挂职锻炼，不断拓展自身的工作视野，创新

工作思路，提高一线工作人员解决实际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问题的

能力，使青年优秀干部养成实岗位实践能力。

除此之外，针对文化旅游产业工作人员的创新培养，也可以

以专业课程教学的方式开展，比如《文化旅游产品设计》《文化

旅游资源指数化盈利》《特色动画的开发创新》等课程，促进文

化旅游资源 IP 发展，设计与地区旅游资源相匹配的文化产品，通

过这样的形式，使专业人才在实践案例分析和创新过程分析的过

程中，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

五、结语

综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乡村振兴

政策的不断深化使得乡村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工作备受重视。在

发掘旅游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要从区域的文旅产业实际发展状况

和政策支持的角度入手，从顶层设计入手做好管理体制的创新，

对不同区域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以形成整体的旅游文化产业发

展模式；同时也要做好农村文旅产业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培养相

关人才的创新能力，科学、有效开发乡村地区旅游资源，为城乡

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寻求更为科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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