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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汖村慢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赵婷婷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省  西安市  710000） 

摘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转变和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度假、体验等多种形式相融合的慢旅游产品成为主
流。城市周边的乡村地理位置优越、环境良好、资源独特，是城市居民旅游的理想场所。大汖村有着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较为优
越的区位条件，但是目前经济状况相对落后，慢旅游产品开发也处于初级阶段。本文主要从目前大汖村慢旅游产品开发现状出发，
对大汖村慢旅游产品开发 SWOT 分析，获取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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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乡村慢旅游是指以旅游资源，旅游设施，和不同的的文化景观

和服务项目为基础的旅游，观光，娱乐，休息，以便在一定时间内
离开日常居住和留在其他地方。以慢旅游为主的旅游产品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点：优质的慢旅游度假设施，本地特色，以及丰富的慢旅
游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尤 汖其是大
乡村，这些年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形成了一定的发展规模，获

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大 村处于旅游启动阶段水平有限，慢
旅游产品知名度低。 

2 大汖村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 
2.1 汖大 村概况 
2.1.1 自然地理状况 

汖大 村位于山西省盂县梁家寨乡中，盂县地形复杂,白马山、管
头梁东西、南北纵贯其中,将整个地区分成盂城和西烟东西两个盆
地。境内最高的山为海拔 1874 米的大梁山,最低为海拔 500 米左右
的滹沱河畔。 

汖大 村海拔为 1048 米,面积约 22000 汖平方米。大 村隶属太行
山西侧,属于大陆性气候,四季变化较分明,春季风沙较大,夏秋两季
雨水充足,冬季空气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为 8.7-10.7 度。一月份温
度为-4.6 度,七月份温度为 24.3 度。年平均降水量为 500-618 毫米,
无霜期为 150 天。 

2.1.2 社会经济文化状况 
汖大 村位于山西省盂县梁家寨乡中，盂县总面积 2442 平方千

米。总人口 294718 人（2007 年），县人民政府驻秀水镇。 汖大 村位
于山西盂县梁家寨中，距今已有 1500 汖 汖多年历史了，大 的“ ”
字，一个笔画简单的汉字，翻遍了现代汉语词典，也不见它的身影。

汖只有打开康熙字典，才能见到它。因为原来进到大 村的山口有三
汖条瀑布，村子又居最大瀑布之地，所以取名“大 ”。 

汖大 村农耕文化丰 汖富，大 村农耕文化内容包括了思想、饮食、
技术、节日习俗、生产制度与法令等,是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
神文化的总和,是华夏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
衣、食、住、行的需求。它使得人类与生存景观的联系更加密切，
同时又具有村落慢旅游景观体验的价值。 

2.1.3 基础设施条件 
大汖村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居住环境优美。村内超市、民宿、

饭店、等便民服务设施很全面。停车场、汽车站等大型功能设施也
在筹备中。 

当地的民宿也非常有特色，建筑以平房、石窑为主同时还加入
了一些南方的构建形式如:阁楼、窑上楼,阁楼的建筑有二层和三层
共 90 多间。大部分建筑的屋顶为悬山顶。每座房屋都是在倾斜的
坡面上先用石头将落差垒齐,做好基础,再用木架结构建造房屋,垒起
石头墙,留出门窗,用黄泥砌就。此民宿的风格颇有福建山区建筑的
风味,这种独特的利用地势的构建手法,将南方建筑形式与北方建筑
特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汖形成了大 村特有的建筑形态。大汖村手机
信号覆盖全镇，网络、固话、有线电视全部入户。 

汖大 温泉水源于 100 米地下，日出水量 5000 吨，出水温度 67
℃。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等理疗保健作用。

汖大 温泉旅游景区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1000 余亩。 
2.2 汖大 村慢旅游资源及产品分析 
2.2.1 汖大 村慢旅游资源的特点 
（1）具有丰富性。 

汖大 村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景观既有农业资源，又有文化
汖资源。大 村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2）具有和谐性。 
汖大 村景观是人类长期以来适应和改造自然而创造的和谐的

自然和文化景观。既保持着原来自然风貌，又有浓厚的乡土风情，
汖 汖大 村这种“古、始、真、土”的乡土特点，使大 村旅游具有贴

近自然、返璞归真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特点。 
（3）具有文化性。 

汖大 村农业生产源远流长，乡村劳作形式繁多，有刀耕火种、
水车灌溉、还有乡村民风民俗、传统节日、民间文艺等。这些都充
满了浓郁的慢旅游乡土文化气息。 

（4）潜力巨大，但竞争压力大 
同质旅游资源竞争，人说山西好风光，右手一指是吕梁，乡村

慢旅游是特色，首屈一指推离石！在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大汖村
都远逊于这些开发较早的乡村，除了广为人知的阳泉市桃林沟村，
都是大汖村发展的强劲对手。 

2.2.2 汖大 村慢旅游资源评价 
汖通过对大 村慢旅游资源的调查研究，本文从“历史、美食、

生态、”3 个方面对其进行定性分析。 
（1）历史文化资源相对丰富 
拥有较多历史文化资源，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仇犹国城址、东

方山逝多林兰若寺遗址、另一处为李宾山南寺遗址，还有报国寺。
镇山大王庙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在北魏时，镇山大王庙始规模宏大，
是当时盂县方圆几百里香火最旺、佛教文化最兴盛的寺庙。 

（2）特色美食独具魅力 
汖大 村特色美食资源丰富，尤其属农家乐。糊糊、莜面河捞、

山药丝饼子、红枣黄米面糕（枣介糕）等亮相盂县首届养生美食文
汖 汖化节，极大提升了大 村的知名度。大 村处于山水之间，苹果、

汖核桃、杏子等格外甘甜，尤其以杏子最为著名。大 村每年都吸引
大量游客前来品尝游览。 

（3）乡村旅游条件优越 
汖 汖 汖大 村内有青山、大 山、滹沱河畔、大 温泉等山水资源，

围绕山水资源培育了苹果、花生、核桃、莜面等标志性慢旅游农产
品，具有培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业旅游示范点及农业与旅
游休闲示范点、旅游特色村的基础与条件。山西省农业旅游示范点、
山西省旅游特色村为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享受，广受好评。 

2.2.4 汖大 村慢旅游产品类型 
（1）康体运动慢旅游类 
只是初步建设，目前为止没有完全成熟的慢旅游产品，只是单

一高山滑雪、疗养、避暑、登山、攀岩、观光等供当地人及游客游
汖玩。大 村作为山西的重要旅游村之一也受到广泛的关注，这就为
汖开展大 村慢旅游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2）体验型慢旅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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汖大 村 汖内有大 温泉等山水资源， 汖大 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开阔的空间环境和富氧较高的空气环境，非常高适合运动健身。农
家乐、农业观光、种植旅游、放牧、垂钓、采摘等都是基础慢旅游
产业，但是仅仅有这些产品是不够的，还需大量开发。 

（3）民俗型慢旅游产品 
大汖村的手工艺等生产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和文化的结合,

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和历史文化痕迹,同时又具有慢旅游手工体验
的价值。我们应当挖掘、提升其文化品味与特色,来保护和继承这一
丰富的地方特产资源。 

3 大汖村慢旅游产品开发 SWOT 分析 
3.1 优势 
（1）区位优越 
东边距离河北省会石家庄 130 公里，南边距离阳泉市区 100 公

里，西边距离山西省会太原 150 公里，北边距离景区五台山 110 公
里，301 汖省道穿境而过，连接山西与河北大 具有很优越的地理位
置。经济发展良好，交通便利，客源市场广阔。 

（2）人文历史和资源丰富 
汖大 村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不但保留了丰富的寺、庙、民

居等古代建筑 
遗存,而且拥有剪纸、迓鼓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众多民间表演艺术

和艺人,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乡村的物质结构和精神意识
形态。随着千年历史的延绵不绝,民间艺人手艺卓绝,也成为盂县文
化最具特色的亮点。可以凭借资源优势推出一系列娱乐健身慢旅游
产品。 

（3）后发优势 
汖山西慢旅游乡村众多，开发较早的有平遥祁县太谷等，大 村

因为开发时间晚，在对外的影响力上远不如以上乡村，但目前慢旅
汖游产品正面临从观光向体验的转型升级。大 村可以借鉴其他乡村

的发展经验，开发更符合旅游者需求的慢旅游产品，避免同质化和
过度商业化。 

（4）政策优势 
阳泉市政府为了大力推动乡村慢旅游的发展,制定实施了《阳泉

市乡村旅游发展管理办法》和《阳泉市服务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
及《太原市十一五规划纲要》, 汖从政策和制度的角度全面推动大 村
旅游的发展,规范行业标准,提高大汖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 汖推动大
村旅游成为旅游市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 

3.2 劣势 
汖大 村缺乏特色旅游产品，目前的慢旅游产品仍以慢旅游观光

为主，缺乏多品种“深层次”高品位的慢旅游产品。旅游者停留时
间短，过夜率和重游率不高。 

汖大 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由于保护意识不足，吃行游购娱六
要素配套开发不足，难以满足旅游者的要求。 汖大 村旅游管理服务
水平偏低， 汖大 村旅游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从业人员少， 汖大 村商
铺、超市基本以自主经营为主，难以吸引外来优秀旅游人才。 

3.3 机遇 
山西投资力度大，山西正在打造全域联动的大旅游发展格局，

阳泉市政府出台了加快旅游业发展意见， 汖梁家寨大 温泉国际度假
区一期投入运营，桃林沟景区新建配套项目完工，水神山佛教文化
区主体完工，全市旅游总收入增长要 23.8%。随着乡村慢旅游市场

汖的成熟与发展，一些本土或外地企业进入大 村旅游投资市场,参与
经营乡村旅游，因此出现了企业经营模式。 

3.4 威胁 
异质旅游资源竞争，随着旅游发展理念的转变。近年来，山西

华北奕丰生态园曾先后获评山西省休闲旅游度假区、国家 AAA 级
旅游景区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四星级企业”等称号。它已
经成功打造成高品质的省级旅游度假区，并且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汖距离大 村仅 58 公里，大汖村面临着巨大的客源竞争压力。 
4 大汖村慢旅游产品开发建议 
4.1 汖大 村慢旅游产品开发原则 

(1)参与性原则 
参与性是加深游客体验的重要途径和措施,参与可使游客消除

与景区景物之间的隔阂,增强亲切感和满足感。参与并通过互动和亲
身经历,可更深入地体察自然的奥秘,了解历史文化之精神,获得更多
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心理满足。在整个旅游过程中,游客主要通过精神
参与和身体参与两种途径参与乡村的慢旅游活动。 

(2)差异性原则 
差异产生特色,特色产生吸引力,吸引力提升竞争力。差异性要

求 汖大 村在慢旅游产品塑造时应力求独特,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
优我特,时刻保持慢旅游产品与众不同的个性,不断为游客带来新鲜
的旅游感受,满足其个性化和参与性的需求。差异性要求 汖大 村的环
境、项目、活动与游客自己的生活环境有较大差异,要与竞争对手存
在质的差异。 

(3)体验性原则 
在体验旅游的经营中,慢旅游产品的塑造和项目的设计应为游

客获得真实体验创造条件,其产品塑造的真实性体现为游客“五官”
感知,在产品为其所创造的环境中品味旅游景物和项目的内涵,沉迷
其中获得真实体验。 

4.2 汖大 村慢旅游产品开发思路 
4.2.1 优化资源配置，突出品牌特色  

汖大 村虽然有慢旅游的理念，但慢旅游产品缺乏合理设计，供
给不足。 汖大 村应该紧扣本地特色资源，重点打造文化慢旅游、采
摘慢旅游、美食慢旅游三类产品。以优质餐饮吸引旅游者。为旅游
者提供多样化的互动性产品，实现美食慢旅游。 

4.2.2 完善设施，优化旅游环境 
汖慢旅游更注重让旅游者感受到愉悦和满意的体验，大 村历史

汖久远很多设施已经难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在不破坏大 村整体风
貌的基础上，需要对建筑内部结构进行重新规划配置现代化生活设
施，提高旅游舒适度，营造千年乡村的优美意境，并恢复乡村廊棚、
凉亭、茶座及美人靠等休憩设施。增设与其他景区之间的公交线路，
为散客出行提供便利。 

4.2.3 构建平台，提供管家式综合旅游服务 
大众旅游时代需要更好的旅游管理和旅游服务“全民旅游时

代”不仅人人都是旅游者，也要求人人都做好旅游工作者，真正为
汖旅游者提供全过程，全时空全方位的旅游体验，大 村民宿并推出

了“管家服务旅游模式”即从旅游者入住开始,便为其安排一名管家,
负责旅游期间的所有事宜, 汖让旅游者真实体验大 大户人家的生活

汖大 村可以借鉴该模式“建立管家平台”并邀请相关企业及商户加
汖盟“推广管家服务”让旅游者一入大 村便能享受旅游管家为其定

制的专业导览及生活服务。 
4.2.4 汖强化政府对大 村的旅游产业管理 
2017 年底，为加强山西省旅游度假区管理，提高我省慢旅游度

假区发展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对乡村旅游相关的
土地资源、大数据资源、信贷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对乡村的居住环境和卫生环境进行整顿和改善，包括水
电、通信重新整理，污水、生活垃圾的处理等都需要做好规划并且
落实。由于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农户的知识水平限制，在乡村
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在利益的驱动下，有可能出现超出旅游承载力，
过度经营和使用,破坏当地的乡村旅游资源的情况。“政府+公司+农
户”模式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政府起着监督的作用，通过
制定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来约束旅游企业和农户，使乡村旅游得
以持续健康的发展。在这个模式下，政府充当中间者的角色，协调
着各方的矛盾，使得各方的利益分配达到一个均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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