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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优势）1

1. 自然资源优势

河南省是旅游资源大省，有丰富多彩的自然旅游资

源。河南自然风光多元多样，多姿多彩，风光秀丽，形

成了“南太行、伏牛山和桐柏 - 大别山，黄河旅游带”，

“三山一水”格局。河南省有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

公园和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共 16 个自然生态公园。

黄河一带有著名的小浪底风景区、黄河三峡和天鹅湖等。

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四市分布有较大的温泉带，

全省有 41 家温泉度假区，鲁山尧山温泉被评为全国首批

17 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以郑州方特欢乐园、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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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园、银基等为代表的主题游乐园共30家。此外

还有30家滑雪场、30家漂流，其中西峡鹳河漂流是4A级

景区。这些都为河南省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文化底蕴优势

河南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底蕴

深厚，是中华传承发展、守正创新的重要历史中心。河

南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

中华文化的重中之重，历史上有二十多个朝代定都在中

原地区，中国的八大古都一半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以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文化，使得河南文化在漫长的中

国历史长河中长期位于主流地位，河南文化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河南是文物资源大省，全省现有

不可移动文物 65519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58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231 处。河南境内的古代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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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遗址、帝王陵寝等大遗址分布密度令世人瞩目，也

是开展文化旅游、考古旅游的重要资源。

3. 交通优势

河南省省会城市郑州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

速公路主枢纽城市，是全国普通铁路和高速铁路网中唯

一的“双十字”中心，正是因为铁路网密集、交通四通

八达，因此郑州还有“火车拉来的城市”之称。河南省

已全面实现“县县通国道、乡乡有干线”，基本上实现

“村村通支线”，公路通车里程达 26.7 万公里。“米字型”

高铁的建设更是缩短了城市的时空距离，便捷的交通为

河南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W（劣势）

1. 宣传力度不够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河南省除了几个规模较大的国

家级景区宣传较好，其他景区的宣传不够好，知名度不

高，其中一些景区也是相对较好的旅游景点，因为知名

度没有打响，所以容易成为人们遗忘在角落的景点，收

入惨淡。这些景区由于政府的和景区的宣传力度不够，

营销手段单一，再加上当地的商户服务体制大多为农民，

基本上通过口口相传。这对景区的未来发展，对乡村旅

游振兴的推广和长远发展都是不利的。

2. 部分景区商业化、同质化严重

通过对河南省多个景区实地调查发现，在景区里，

大到景区建设，小到商户商品都出现了同质化的问题。

随着网络的巨浪来袭，许多新颖的东西出现到了人们的

视野中。网红玻璃桥、鬼屋等热门设施出现在各地大大

小小的景区。景区的商铺也愈发雷同，原本做工精细的、

低产量的特色手工艺品，逐渐成为市场热门，转化为网络

商品，批量生产，工厂代工，商品质量下降，高度雷同，

而价格不减反增。不同文化特色的景区中，卖的都是相同

的雕刻品，手工品。千篇一律的景区设施和商铺商品难免

会带来审美疲劳，让游客失去兴趣，这是对乡村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的挑战，也是对乡村旅游文化特色的挑战。

3. 景区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景区的开发规划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科学

的管理体制。大部分景区的管理制度并不健全，景区的

规划开发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不同利益体的管理不

善，管理人员以及附近相关利益商户原住居民管理素质

和经验素质低，导致很多景区的服务条件特别差，或者

是周边民风特别差。而这些问题也会进一步的对景区的

面貌产生影响，久而久之风评变差，发展受限。

三、O（机会）

1. 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旅游也迎来了更好

的发展机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始终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特别是把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建立国家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大力发

展和推广乡村旅游，以乡村旅游带动乡村经济、文化、生

态文明等各项建设发展，进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2. 政府的大力支持

为加快乡村旅游发展，使乡村旅游成为“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重要支撑，为我省文化旅游业发展

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2020 年 5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意见》。2021 年 10 月，开展了

为期一个月的景区免门票补贴活动、2022 年 2 月 15 日河

南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了《豫见春天·惠游老家》的活动，

河南省的乡村旅游发展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机遇。

3. 乡村旅游需求增加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特别是城市居民生活节

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人们对乡村宁静、闲适生活以

及田间乐趣和回归大自然的美好更加向往，对城市近郊

游等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对旅游的需求逐渐常态化，旅

游成为调节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乡村旅游越来越

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T（威胁）

1. 乡村旅游融资困难

旅游融资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命脉。虽然有政

府的政策和扶持以及当地村民的集资，但是这些对乡村旅

游产业的发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当下河南省的乡村旅游

在景区的融资开发中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融资门槛高、

渠道窄、缺乏担保物、信息不对称、还款能力差等诸多问

题，这些因素限制了河南省的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 疫情形势下旅游业受到冲击

旅游业作为聚集性、流动性、接触性较强的行业。

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给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整

个行业进入停滞状态，旅游经济受到重创。疫情形势下，

景区停业，旅游从业人员失业，大量中小型企业和旅游

经营者面临危机，旅游业成为“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

疫情对乡村旅游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

五、河南省乡村旅游开发策略

1. 加大宣传力度

第一，加强自媒体宣传。近年来，自媒体行业发展

迅速，抖音、快手、腾讯、搜狐、网易等知名企业都先

后开创了自媒体。这也给了景区和地区一个更好的宣传

平台。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地区直播带货带动经济发展

的屡见不鲜，景区也同样可以充分应用这一模块进行宣

传。在自媒体中，不再有传播者和受众者的局限，可以

更广泛的去进行宣传，让更多人关注到景区。景区自身

做自媒体的同时，也可以进行互动引流，请一些知名自

媒体博主进行宣传，提高自身的宣传力度。运用多种媒



48

农业科技管理: 2022年4卷5期
ISSN: 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体相结合的方式，为游客群体展现河南省乡村旅游的景

色和文化特色，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为景区增加游客

数量，带动景区经济发展。

第二，举办活动增加知名度。各地景区可以通过对

当地特色文化方面的延展举办活动，将特色文化活动进

行展示发布，通过自媒体新闻等途径让更多游客看到，

吸引游客前来体验。也可以举办相关景区赛事：竞走、

马拉松、登山比赛等，举办活动设立奖项，通过举办活

动的方式，增加知名度。

第三，特色的广告营销。旅游景区要告别简单的广

告营销，要做给人深刻印象，需要富有特色的精细的广

告宣传。如同商品广告营销一样既要表达出优秀的地方

和能给人带来的益处，也要简单明了，高度聚焦。例如：

“风花雪月，逍遥大理”，“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

甲桂林”等，简单明了，高度集中，特点突出鲜明，富

有深刻内涵，成为一直以来最响亮的旅游宣传口号，反

而更能塑造景区特色，这些成功的宣传案例可以作为河

南省乡村旅游宣传的努力方向。

2. 文旅结合

首先，围绕文化开发。近年来，依托丰厚的文物遗

产、遗迹资源，全省各级文博部门强化创意驱动、科技

赋能，努力让沉睡千年的文物资源“活”起来、“动”起

来，进一步增强发展底气，为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

国”品牌，为文旅文创融合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

可以根据乡村特有的文化特点，结合游客们的需求，多

元开发文化相关旅游产品。比如：乡村景点中有流传多

年的名人文化，可以有效运用于文化产品开发之中，结

合乡村旅游中的神话、传说进行人物形象、景点形象等

文化产品开发。针对乡村旅游纪念品进行开发，结合当

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开发一系列景点纪念产品。乡

村旅游中除了优美的自然景观外，还有许多动植物等自

然资源，可以对这些独特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产品多元开

发旅游副产品。

其次，避免同质化。应当适当商业开发，避免商业

化严重。在商业化的开发中，开发者应当密切关注消费

者需求、开发独特的旅游产品、提供个性化旅游服务、

将本土优秀文化融入现代化消费理念，真正发挥文化价

值与生态价值。充分挖掘不同乡村旅游地的特色文化资

源，形成文化带动性，带动区域内其它文化的保护和开

发。并塑造出丰富乡村性的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形成独特

的旅游吸引力。以发展乡村旅游为计划，结合乡村特色的

文化资源，共同开发，形成以文化为主体的产业模式，不

仅发展了河南省乡村旅游业，同时做到弘扬乡村文化。

3. 拓宽融资渠道

河南省应充分认识到融资问题的重要性，加大乡村

旅游对外招商引资力度。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

相应解决方案，改善招商引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提

升还款能力，探索丰富全面的合作模式，助力乡村旅游

的发展。

4. 科学应对疫情冲击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结合防控疫情政策，乡

村旅游发展可以调整为对自身的建设提升的发展，加强

自身结构体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旅游文化内容提升，

将乡村旅游质量全面提升，推出线上“云”游与线下惠

民活动，培育旅游新兴业态，为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提高

质量和速度，为乡村旅游发展寻找新出路。

5. 完善服务体制

一是加强服务培训，结合河南省各地实际情况，设

立旅游培训基地，加强乡村旅游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对

一批会经营、懂管理、高素质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进行

培训教育，提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服务技

能和服务质量。二是加强旅游服务管理。通过实地调查

结果来看，河南省的大部分景区的农家乐、民宿和乡村

休闲旅游点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仍需要进一步改善。

对乡村休闲旅游点以及周边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完善

乡村旅游景点的硬件设施，提高服务水平，解决游客需

求，帮助乡村休闲旅游点做好全方位的品质升级。三是

加强旅游执法检查。建立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根据乡村旅游地的服务标准和服务情况，不定期的进行

统一执法检查，以高标准、严要求管理乡村旅游业发展，

进一步规范乡村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服务质量，塑造良

好的旅游形象。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

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途径，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重

要环节。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不仅带动了乡村产业经

济的发展，解决了当地农民就业脱贫问题，同时，解决

了乡村农业产品的流通销售，为乡村农产品销售经营提

供了一个更宽阔的渠道，乡村农业产业化更好的发展，

改善了农村产业模式结构，提高了农业附加值。发展乡

村旅游已经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经济

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乡村旅游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乡

村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经济成就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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