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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文化铸魂 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熊　玲
桂林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作为发展乡村经济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推动乡村经济发展。随着乡村旅游发展

水平的不断提高，现阶段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着其健康发展，本文探析乡村旅游中存在的基础设施不完

善、旅游同质化严重现象、产品开发效率较低、就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指出乡村旅游应统筹规划、

优化基础设施服务、走差异化道路等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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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有助于解决农村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差距加大等

问题。乡村旅游是以旅游度假为宗旨，以村庄野外为空间，

以人文无干扰、生态无破坏、以游居和野生行为特色的村野

旅游形式 [1]。我国乡村旅游起步发展较晚从最初的在院落钓

鱼、庭院采摘、再到农家乐式的经营，经过多年的发展，已

逐渐形成发展模式。乡村旅游作为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新举

措，可以优化当地乡村产业结构、促进村民收入、扶贫脱贫、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城乡一体化，大力提升乡村旅游，促进

乡村旅游发展，是形式所在。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扶持建设一批具有历

史、地域、民族特点的特色景观旅游村镇。加大对乡村旅游

休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强线上线下营销能力，提高管

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研究制定促进乡村旅游休闲发展的用

地、财政、金融等扶持政策。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

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

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 , 利用“旅游 +”、“生态 +”等模式 ,

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丰富

乡村旅游业态和产品 , 打造各类主题乡村旅游目的地和精品

线路 , 发展富有乡村特色的民宿和养生养老基地。鼓励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大力改善休闲农业、乡

村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条件 [2]。“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

“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生态和文化优势，发展适应城乡居民

需要的休闲旅游、餐饮民宿、文化体验、健康养生、养老服

务等产业。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卫生、交通、

信息、邮政等公共服务设施。[3]”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在生活质量

上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近年来，乡村旅游作为短途型旅游，

其便捷、灵活、环境优美、经济便宜等优势，使其辐射效应

显著，能够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城镇居民越来越热衷于此类

度假方式，但是现阶段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较多

问题，影响着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现状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如期完成，乡村也不断发展出了

一些新的做法。在目前的体系下，我国的乡村旅游主要指的

是以旅游度假为主进行的旅游项目。通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来拓展旅游项目，主要的优点是没有打扰，有着充足的

野外空间，生态环境好，突出游居的一些行为以及野外集合

项目进行结合的形式开展的旅游。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根据我国人民群众的不断努力，

促使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逐渐的趋于成熟。通过不断的探

索，逐渐的形成了丰富的旅游发展资源和旅游发展体系。其

产品包括：以农产品生产的主要基地进行发展、以动物和植

物的生态为主的基地发展、以花卉草本等为主的园艺观赏性

型基地发展、以依托于乡村发展当地的旅游购物来进行、乡

村体验以及乡村度假型。相对于国外，中国的乡村旅游发展

想对较晚，但是虽然发展较晚，但是得益于我国的政治体制

和人民基础，国家相关的政策支持下，乡村旅游也不断的进

行发展，乡村旅游的场地、形式等等也逐渐的趋向于多样化。

乡村旅游助力经济发展。根据调查显示，2020 年 1-8

月，虽然继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影响，中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 12.07 亿人，显示出了中国对于乡村旅

游的热爱。同时，随着我国不断生产生活秩序慢慢的恢复，

我国的城乡居民被抑制的需求将持续释放，乡村旅游成为新

形势下人们外出游玩的首选方式。一些数据逐渐显示，2020

年的 1 月 -8 月，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 12.07

亿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收入达到 5925 亿元。很多的人

都会选择自驾的方式进行旅游，同时也是因为乡村的距离比

较近，成为了现在都市人群的新走向。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

不断增强，人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来到安静的地方放松

身心，愉悦自己。很多的游客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想要一月很

多次去本地的乡村进行旅游，通过乡村旅游的方式，可以成

为增进家庭、朋友感情的新方式。同时，随着我国私人汽车

保有量的增加，自驾去城市近郊、省内乡村游的游客保持增长。

但是，乡村旅游也存在着不好的一面，虽然我国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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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趋于好的方向在不断的发展，但是也有很多的弊端需

要解决，一是乡村旅游虽然基础建设已经完善，但是从业人

员的基本素质有待提高，因为乡村旅游大多都是本地务工人

员，对于服务意识、安全意识存在一些欠缺；二是乡村旅游

不能根据季节进行灵活的变化，很多地方乡村旅游主打景色

和农产品等等，但是一旦进入冬季，直接进入了乡村旅游的

荒凉，不能够持续的的带来增产增收。另一方面指的是乡村

旅游各大基地过于雷同，没有很好的根据当地的特色进行理

论的创新，产生不了有效的竞争力。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2.1 乡村旅游发展理念不明晰

我国开展乡村旅游的村落不断增加，但是大部分村落

对于乡村旅游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就是

在本村落建立农家乐、宾馆、发展庄园式旅游，仅仅是一

个增加村集体收入的方式，在产业经济上并没有想过融合发

展。乡村旅游应该是作为一种全域旅游，能够兼顾到当地居

民和游客，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旅游理念 [4]。乡村旅游不仅

仅是让城镇居民体会农村生活方式、当地习俗的参观感知，

还应让在游客在食、住、行、玩等方面均衡发展，各方面完

善游客体验。

2.2 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虽然近年来乡村旅游火热，但是由于乡村经济发展水

平制约的原因，大部分乡村旅游设施建设不完善，基本处于

原生态水平，基础设施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

面是供电、供水、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厕所、

餐饮等方面的卫生问题，导致游客在住宿方面、重游率方面

都造成不利影响，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制约，难以形成强

有力的乡村旅游品牌，还会对游客造成较大的心理落差，影

响游客本次旅游的参观感知 [5]。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

展，我国乡村基础设施也在逐步提高，比如国家在乡村振兴

中推出的农村厕所革命、乡村的道路翻新举措等，但是乡村

旅游需要构建的基础设施太多了，基础设施上各方面发展严

重不平衡，仅靠乡村集体经济很难以有太大改变。乡村旅游

发展较好的地方，在各类基础设施上都较为完善，而发展较

为落后的地方基础设施都严重不足。

2.3 乡村旅游同质化现象严重

乡村旅游的产品结构单一。要么都是农家乐，要么都

是垂钓等娱乐项目，形式上显得比较单一，容易形成同质化

竞争，对于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产品作为吸

引旅游者的源泉动力，产品的趋同化是现阶段乡村旅游发展

十分常见的问题，产品没有附加值、独特性，对游客的吸引

力会大大下降。旅游发展模式特色不明显。乡村旅游发展过

程中，仅仅停留在景区式商业模式售卖，没有融入进各地独

有的特色文化，在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地区中，往往都融入

了自己的文化底蕴，比如说特色的风情小镇、特色的文化村

落、特色的自然景观，没有带动乡村旅游应有的产业化发展，

业态模式基本上都千篇一律。

2.4 乡村旅游项目开发效率较低

乡村旅游以乡村作为基本单位，往往一个地区的旅游

特色不够明显或者不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各个乡村在开发

旅游资源时，都想打造丰富的旅游特色项目，但是都难以将

项目做全做大，甚至为了盲目追求旅游项目的丰富度，导致

自己独有的特色项目开发不完善，限制于资源因素，每个乡

村的旅行项目其实较少，每个乡村可以提供的游玩项目和娱

乐内容其实都十分有限，会让游客体验度不够尽兴，但是乡

村之间的距离差距，又难以吸引游客去往下一个乡村去游

玩，这也大大削弱了游客来乡村旅游的意愿。

2.5 就业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乡村旅游的项目，融合了住宿服务、健康体育、休闲

农业、餐饮住宿等多种业态，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综合性人

才缺乏，致使乡村旅游项目建成后，产品和服务容易跟不上，

经营困难，更无力改善。在乡村旅游规模化发展趋势下，大

部分乡村的导游没有进行过专业训练，基本都是由本地乡村

居民进行导游，特别在管理人才方面更是缺乏，主要由当地

村干部进行管理，村干部是所有政府治理体系里唯一没有受

过正规训练就可以上岗的管理者，发展乡村旅游，不能因就

业人员素质问题导致游客体验感不足。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对策

3.1 明确乡村旅游的深层次理念

乡村旅游应该从以“物”为主体层次逐渐过渡到以“人”

为本的发展旅游模式 [8]，强调以“人”为主。乡村旅游不

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措施来对资源进行整合以便发展保

护环境，也在于乡村旅游中游客对乡村旅游资源的整体感知

程度，是对服务业的一种特色升级。乡村旅游发展应重视环

境的改善，乡村地区的经济基础提升，充分发挥本地特色旅

游资源，充分利用国家相应政策改善发展，把资源和政策充

分相互利用，推动本地乡村旅游发展状况。

3.2 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随着乡村旅游的逐步发展，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对

本地进行相应的措施改善，增加最基础的服务支持，加快医

务室、公共厕所、便利店、加油站等基础服务建设，比如医

务室等，不仅便于本地乡村居民生活，也是游客特殊情况时

的必须点，在衣食住行最基本的方面投入，提升游客的体验

感。充分利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红利，也可以引进相

应的企业来乡村，招商引资解决乡村集体经济不足的问题。

3.3 积极探索差异化道路

旅游资源的差异化发展是必然趋势，积极探究游客的

新奇心理，满足新时代游客的需求点，为游客提供不同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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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感受，在旅游同质化的现状下，充分利用当地独有的文化

和地域特色，利用差异化资源来打造旅游资源布局，努力尝

试将文化融入娱乐项目当中，比如包粽子、划龙舟等民俗文

化，同时通过各类有效宣传途径，吸引游客感受当地的特色。

3.4 政府统一规划明确旅游主题

乡村作为乡村旅游的基本单位，政府可以统一规划各

乡村旅游建设，避免乡村之间互相竞争，应该促进各个乡村

之间进行合作，每个乡村做好自己独有的特色旅游项目，同

时根据乡村之间的地域分布，尽可能的规划出多条在游客能

够接受程度之内的游玩路线，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娱乐项目，

提高了游客的满意度，也大大提高了各个乡村娱乐项目的精

端化，同时可以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加油站等，节

约经费去投入更加需求的地方项目 [5]。

3.5 提高就业人员素质

在从业人员管理上，应对乡村旅游人员进行统一的培

训，提高服务理念，甚至有必要聘请专业的导游进行旅游导

购，在管理人员上，引进管理人才，明确长久发展理念，同

时做好后备人才的建设。在乡村旅游带动当地居民就业的情

形下，可以聘请专业教师进行专业培训，还可以与旅游相关

专业的高校进行合作，还应拥有一批专业的运营团队，打造

当地的特色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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