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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背景下扬州乡村智慧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崔敏静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摘　要】在国家大力提倡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各地都积极开发旅游资源，一时间旅游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扬州市的

乡村旅游与扬州城镇旅游相比较为滞后，智慧乡村旅游也未能充分体现。如何借助信息化手段助力扬州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扬

州乡村旅游智慧化，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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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扬州作为国内闻名的旅游城市，城区的旅游资源的建设、

开发、配套设施都已非常成熟，也打造了包括瘦西湖、个园、

何园等在内的众多知名扬州旅游品牌，丰富了扬州的旅游特色

文化名片的内涵。然而，在国家大力提倡乡村旅游的今天，扬

州市郊区与乡村旅游的资源开发利用引导依然未得到充分重视，

其发展较为滞后，智慧旅游的建设也落后于省内其他城市。

一、扬州智慧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扬州地处长江中下游，郊区和下辖的乡村湖河交错，水乡

生态景色宜人，风韵独具，扬州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重要组成

部分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抬步上阶。2019 年接待境内外游客

7747.07 万人次，增长 10.0%；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10 人文 10.2

亿元，增长 10.1%。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7739.11 万人次，增长

10.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996.33 亿元，增长 10.1%。扬州市

积极探索推行了乡村旅游 + 品牌消费扶贫模式。该模式旨在通

过发展乡村旅游打造本地品牌，以消费扶贫助力群众稳步脱贫。

其中，江口云舍村、玉屏田坪村、石阡佛顶山村、松桃薅菜村

4 个村先后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扬州乡村旅游资源

优势明显，在省内乃至全国旅游行业口碑都较好，虽然也应用

了一些信息化的手段，但是相关的配套服务不够完善，未能让

游客体会到便利性。

（一）扬州市智慧乡村旅游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相

关人才缺乏

智慧旅游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信息产业与旅游产业的高度

嵌入融合，智慧乡村旅游离不开信息化建设，目前扬州市乡村

网络覆盖率较好，4G 网络、宽带网络已经基本普及，但信息化

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智慧旅游作为新兴事物，高校对于智慧旅

游的专业建设才刚开始起步，大多数高校没有开设和智慧旅游

相关的专业，而人才的培养也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周期，于是就

出现了智慧旅游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现在从事乡村旅游规划

管理的人才主要还是来自于旅游专业，他们的智能化水平、信

息化水平比较低下。

（二）扬州市乡村智慧旅游管理混乱，营销能力薄弱

目前扬州市政府对智慧乡村旅游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智

慧乡村旅游的有序管理，投入也不足，很难吸引到高层次人才，

同时各景点各自为政，缺乏系统的规划、整合，跨地区、跨行业、

跨领域的合作较少。而一些景点的官方网站、APP 是交给第三

方公司制作运营的，更新不及时，内容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大多数 APP 和应用小程序仅有基本的天气、交通、酒店等基本

信息，不能提供预约、购票、导览等服务。

自 2014 年起，乡村旅游发展进入快车道，但扬州旅游发展

的口号依然是“诗画瘦西湖，人文古扬州”，乡村旅游并未有

体现。在自媒体、社交媒体如火如荼的今天，未免显得有些单调，

很难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由于营销思维陈旧，营销模式传统，

扬州乡村旅游缺少叫的响的品牌，虽然都是水乡，有类似的自

然风貌，泰州兴化的乡村旅游已经逐渐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每年菜花节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而宝应的乡村

旅游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既没有溱湖湿地这样的独特风

光，也没有全国闻名的旅游节。除了宝应莲藕和当地的土特产

较为著名外，游客对宝应乡村旅游知之甚少。

二、扬州乡村智慧旅游发展对策分析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专业权威的旅游网站和应

用程序

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扬州乡村智慧旅游发展的基本。首

先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地区道路建设的投入，确保旅游车辆

畅通无阻，还要设立停车场、路标指引、驿站等必要的服务设施，

网络还未普及的村落要尽快铺设宽带网络，尽可能应用 4G、5G

宽带技术，为游客的旅游信息服务提供保障。各级政府和相关

平台应建立权威的信息服务平台，将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全面整

合，综合运用图片、视频、文字、游戏等多种形式，充实网站内容，

并开展 O2O 营销，形成线上引流引导、线下互动服务的闭环营

销模式。

（二）智慧管理，创新营销模式

各旅游景点、旅游企业应充分结合自身的旅游特色充分进

行资源的整合，搭建一体化的综合服务网站、APP，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提供全方位的旅游路线、酒店预订、周边旅游服务

设施等服务的同时还应注重个性化特色服务，满足不同人群的

多样化的旅游服务需求。扬州市政府可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公

共服务平台，向全社会征集优秀的创意文案。景点可以和旅行

社协同设计多样化的路线，打破游客对于乡村旅游的刻板印象。

组建创意营销团队，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参考文献：

[1] 宋罡，唐凌云 .“互联网 +”背景下辽宁乡村智慧旅游

发展路径研究 [J]. 北方园艺 ,2020(14)：170-175.

[2] 罗光华 .“互联网 +”背景下文化创意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及升级对策研究 ---- 以贵州省为例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

划，2016（11）:231-236.

[3] 李阳 .“互联网 +”背景下江苏智慧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探析 [J]. 电脑知识与技术，2019（9）：319-320.

[4] 李娅娜 . 扬州市乡村旅游与现代化农业的融合发展路

径研究 [J]. 乡村科技，2018（11）：43-44.

[5] 童薇 . 扬州市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及产品设计研究 [J].

度假旅游 2018（11）：237-238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1 年度扬州市社科研究课题（网信专

项）项目《互联网 + 背景下乡村旅游与农村电商融合发展路径

研究》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