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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旅游业的需求不断增加。尤其是乡村旅游这一

旅游业态，在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旅游逐渐成为国家解决“三农”

问题、促进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本文分析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希望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更好地

带动乡村经济、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全面实现我国乡村振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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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ir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the demand for tourism has been increasing. In particular, rural tourism, as a form of tourism, has 
seen rapid development after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d a series of incentives. Rural tourism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backbone of the national solution to the “three rural” problem and the pro-
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tourism in-
dustry, hop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an better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rural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comprehensively realize the purpose of China’s rural re-
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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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是国家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科学地

部署了首个五年计划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据此，本文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这三个方面作为总体目标的新思路，并指出了“以村为单位”的发展思路。且自 2015 年我国首次将

一二三产业融合写入中央 1 号文件以来，截至目前已经连续 8 年将一二三产业融合写入中央 1 号文件，

并在全国范围积极推广，由此可见一二三产业融合对于乡村经济振兴、促进乡村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作用[1]。乡村产业融合既包括了农业内部各子产业的整合型融合，也包括了农业和服务业的交叉型融合，

更包括了农业和工业的综合性融合，因此，促进乡村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当务之急。 
农村地区是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有机结合的地区综合体，它集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于一

体，与城市相辅相成，共存于一体，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主体空间。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为探索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路径，对乡村旅

游业开展具体的研究，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2. 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现实发展意义 

2.1. 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乡村旅游经济产业是乡村地区经济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优化乡村经济产业可以对乡村振兴工作带来

巨大的影响。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将会引发强烈的投资效应，例如相关乡村旅游产品种类繁多，

消费人群需要乡村文化、农家乐、特色饮食等，这些都可以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而有效地促

进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从而极大地提升乡村效应。此外，巨大的乡村旅游经济也会催生出良好的就业

环境，相较于外地人员，本地居民对乡村环境也更为熟悉，因此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居民就业困难的问题。 

2.2. 有助于乡村文化及生态环境的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每一个乡村都拥有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而这也是传统乡村文化

建立的基础。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的居住环境、

自然环境、不可再生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维护。除此之外，发展文化旅游业还可以更好的宣传中

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各地游客对当地风土人情地方历史的了解，有助于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同时，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也要积极维护以乡村为本的天然生态环境项目。而乡村旅游发展所产生的外部

驱动和内部需求，将会更加积极和有效地促进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建设。 

2.3. 有利于农村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乡村旅游产品成为了乡村工业与第三产业融合的重要新兴产业。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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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涉及到各个领域，因此对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都有强大

的促进作用。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能够加快城镇和传统农村产业的融合，还能够将乡村农产品和旅游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让服务业与乡村经济之间形成一种高效的连接，同时也可以对乡村农产品、畜牧、渔

业、加工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产生积极的作用[2]。此外，在乡村文旅产业的带动下，乡村的娱乐生活更为

丰富，不仅有效促进乡村居民的知识文化素养，也有利于促进乡村居民文化创新活力，为乡村振兴文化

底蕴奠定了基础。 

3. 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思想意识滞后 

目前，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其发展战略、发展愿景、发展目标等方面的观念认识和

定位都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对其发展的特色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人们普

遍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很少有主动创新，打破常规的思维。同时，从事乡村旅游的管理人员，

由于思想观念的滞后，对于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景区管理、景区建设等问题的理解也存在着一些滞后，缺

乏足够的创新意识，缺乏拼搏的精神等，这些都给目前的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思想干扰和心

理阻碍，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3.2. 文化体验待提升 

多元的人文体验是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突破口。在中国迅速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农村人

口的大规模转移，导致了乡村文化“空心化”，在某种意义上，由于缺少“活态”的农村文化传承主体，

四川农村出现了“文化景观消失”、“文化记忆丧失”、“文化传承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并对乡村文

化在乡村旅游中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乡村文化方面，乡村的文化旅游资源缺乏创新，乡村的旅

游资源没有统一的规划；乡村文化活动在空间上缺少文化的包容，在时间上缺少文化的延展性；农业记

忆和民族特色与数字技术的结合程度不高；乡村旅游产品种类单一、创新不足；妨碍了乡村旅游消费者

将视、听、闻、触等交互式体验与乡村生活的融合[3]。 

3.3. 市场推广须创新 

目前，四川大部分乡村旅游地及文旅项目的市场营销仍停留在传统的广告、宣传、活动、促销等手

段上，忽视了“产品就是媒体，用户就是渠道”这一全新的观念，没有能够以互联网的思维来积极的运

作消费者，使其对乡村文旅项目价值的认同，来保持和传播相关的信息，从而使其更好的进行市场推广。

部分乡村文旅项目虽能积极尝试借助官方微博微信、抖音账户等新的社交渠道，但在消费者的维护上也

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忽视了对网络红人、动漫、网络游戏、电视剧拍摄地以及极限项目等的消费

者需求。在传播交流平台上，大多以游客视察、景区内部管理为主，内容不连贯且剪辑拍摄不到位，缺

乏粘性，难以留住用户，不利于有效传播。 

3.4. 缺乏专业化青年人才 

最近几年，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村地区有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员都离开了自

己的岗位，这就造成了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年轻专业化人员不断地流失，从而没有能够产生出专业化的人

才集聚效应，也没有能够产生出专业化的乡村旅游人才的引领作用。 
目前，在乡村经济发展以及旅游专业能力建设方面，尚未有对青年乡村旅游专业化人才进行系统的

培训和培养，也没有专门的、定期的对乡村旅游规划、乡村旅游发展、旅游经济建设和乡村旅游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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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等方面的培训。这就造成了乡村旅游在实际的发展中，缺乏专业的人才，从而无法形成一种长远

的、战略性的乡村旅游人才导向机制。 

4. 乡村旅游发展提升策略 

4.1. 强化区域人力配置，提升本地员工素质 

优化地区人员资源配置，需要当地政府积极制定一系列的地方性政策，通过健全完善的政策措施，

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使其参与到乡村智慧旅游的发展中。与此同时，在适当的补贴性政策支持下，

可以吸引优秀的高素质、高质量的人才，并利用优质人才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4]。
此外，还要提高当地工作人员的素质，首先需要加强对乡村旅游的宣传，使当地工作人员更好地认识到

乡村旅游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乡村旅游的建设与发展，转变其传统的发展观念；其次，则需通过线上

或线下培训的方式，提升本地员工之职业文化素养与服务观念。 

4.2. 创新产品创意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休闲方式。乡村旅游能够使人们

享受到田园风光和亲近自然的健康生活环境，使人们的身心得到休憩，是有力推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的

重要优势。乡村文化旅游产业要想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要，就需要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不断地丰富和

完善产业的服务功能。第一、发展休闲农业。必须对农村特有的农业生产与文化资源进行深层次的挖掘

与整合。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特色的村落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睐。所以，要抓住这

一旅游消费趋势，大力发展一批集旅游观光、采摘、乡村文娱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休闲农业项目，让游客

们可以在回忆乡愁、感悟自然等方面得到充分的满足。第二是促进旅游产品和服务创新和提升；在发展

乡村文化旅游的过程中，政府要坚持“精准扶持”的原则，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发出具有自身优势

和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要积极引入先进的科技，不仅要提高产品的文化品位与内涵，还要向时尚流行

产品的设计思想与功能学习，通过对产品服务的创新与升级，提高行业项目的经营效率。 

4.3. 改善人才短缺 

当前，中国有些农村地区在经济、科技、人才等各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给农村带来了很

大的困难。由于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导致了农村地区对旅游服务的认识普遍不足，进而对农村地区文

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首先，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加强对专业人员的专业

技能和服务能力的培养，使其达到持续提高的目的。其次，要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度。政府应该构建健

全的就业创业、奖励激励机制，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能够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建设之

中，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能够留下来，扎根于基层，给乡村带来活力与创造力。 

5. 结语 

乡村旅游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种优势，是推进乡

村振兴和“三农”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它在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增进乡村民生福祉，促进乡村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

展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思想滞后、旅游资源匮乏且缺乏创新意识以及专业化青年人

才供给不足等问题。未来，还需从优化乡村旅游人员资源配置、提升乡村旅游员工素质、弘扬乡村旅游

特色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创新意识、利用激励奖励机制吸引人才回流等方面加以优化。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迫切的工程，市场推动、人才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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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都是推进乡村旅游产业不断转型发展的动力。除去乡村旅游市场本身的品质提升外，乡村旅游的管

理者也应在文化沉淀的基础上，真正让乡村文化资源成为乡村的发展品牌。此外，还应借助政府的力量

实现乡村旅游业的集群化发展，加快产业融合[5]，立足于乡村特色文化底蕴，将乡村旅游业形成规模效

应，让农村人民收获产业发展的收益，带动农村人民共同富裕，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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