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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排头兵”乡村旅游率先复苏

编辑：陈早先 实习编辑：吴燕村

2020年7月22日聚 焦A4

乡村旅游的发展，除了依托良好

的生态和自然条件，还需深挖内涵，

用好历史、文化、民俗等资源，打好

特色牌。前不久，经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中华

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

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并首次

以法律形式对文化资源、文化遗产、

文化产业等文化旅游载体，在乡村振

兴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和认可，明确

其法律地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

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认为，

立法将引导广大乡村更加重视文化

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通过发展

文化旅游，促进乡村文化资源和文化

遗产保护，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带动

乡村旅游业、农业、手工业、餐饮业、

住宿业、商业、交通业等关联产业的

发展，进而优化乡村经济结构，提升

乡村经济附加值，实现乡村振兴。

前不久，借助首届洛阳乡村文化

旅游节，河南省宜阳县为游客奉上了

丰富的乡村文化旅游盛宴。6月24日

至27日，为期三天的旅游节期间，宜

阳香鹿山镇赵老屯迷迭香民俗村共

推出了 21 场民俗文化节目，接待游

客 10 万余人次，通过迷迭香包、粽

子、茶叶、化妆品等系列迷迭香文创

产品展销活动，吸引游客徜徉迷迭香

中，大幅增加了当地及附近村民的经

济收入。莲庄镇共推出节目21场，展

销菊花茶、竹筒粽子、蜂蜜、小米杂

粮等十几种特色产品，参与群众达2

万余名。上观乡除了开展本地农耕民

俗表演、越野车特技表演、艺术演

出，还对水蜜桃等本地特色农副产

品、旅游产品进行了集中展销。

近年来，宜阳县坚持文旅融合发

展、协同发展理念，围绕“旅游带动”

发展路径，深入挖掘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旅游+

文化”“旅游+农业”“旅游+体育”等

多业态融合发展，持续打响“休闲宜

阳”旅游品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旅

游节落下帷幕，乡村游方兴未艾。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的“样板”，浙

江省不断作出新探索，乡村旅游已从

最初“农家乐”的“1.0 版”，逐渐升级

到“乡村观光、休闲”，再到“乡村观

光、休闲、度假并重”，现在则是“旅

居式乡村生活”的“4.0版本”，主客共

享、休闲度假、融入生活完美结合。

乡村旅游的业态更为齐全、文化内涵

更为丰富、综合开发效益更为有效、

品牌知名度更为突出，消费者的满意

度和回头率也更高。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稳定向

好，国内旅游业复工复产的步伐也随

之加速。相信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带

动下，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助推力

会得到进一步释放，越来越多高质量

的乡村旅游项目也会为人们带去更

加丰富、愉悦的假日体验。

（本版编辑综合）

红火的乡村旅游增

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为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注

入了新的活力，要趁势

升级，扎实走好乡村旅

游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做好乡村旅游，就

要切实解决问题，补足

短 板 。同 质 化 现 象 普

遍，产品趋同、景点单

一、“千村一面”；软硬

件设施投入不足，难以

满足游客诉求，旅游体

验质量低；一些地区盲

目开发、过度投资；一

些地方，村民无法作为

主 体 参 与 其 中 …… 这

些问题直接影响和制

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仍需要地方政府不断

进行市场化探索，在引

入社会资本的同时，以

合作社、入股等方式维

护农民主体地位，补短

板、扬优势，助力乡村

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

做 好 乡 村 旅 游 ，

就 要 摸 清 发 展 脉 络 、

找 准 发 展 方 向 。从 发 展 脉 络 来 看 ，

乡村旅游主要历经了农家乐 、采摘

等 休 闲 体 验 、乡 村 度 假 三 个 代 际 ，

完 成 了 从 雏 形 到 发 展 到 成 熟 的 全

过 程 。就 未 来 发 展 态 势 而 言 ，乡 村

旅游还面临着提档升级的新突破，

即 在 民 宿 以 及 乡 村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的田园旅居度假综合体。要清晰地

认识乡村旅游的发展变化，不断延

伸 产 业 链 ，提 升 乡 村 旅 游 的“ 含 金

量 ”，更 好 地 满 足 旅 游 市 场 不 断 增

长的各类需求。

做好乡村旅游，就要打造特色，

用文化赋能。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

游是文化的载体。乡村旅游要实现高

质量发展，就要以乡村文化为魂、以

农业产业为源，推动农业、旅游、文化

实现“三位一体”发展。要深入挖潜本

土文化，结合当代实际，突出乡村特

色，展现独特文化。同时，以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为核心，助力乡村旅游产业

实现区域全景化、产业全覆盖。让旅

游空间更有序、农特产品更丰富、产

业协同更合理、资源配置最优化，培

育出独具魅力、风格各异的乡村旅游

核心竞争力。

做好乡村旅游，就要自觉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作为新生态产业，生态

资源是乡村游的优势和命脉。要切实

转变效益至上的思维方式，从乡村旅

游的长远发展出发，着眼乡村振兴的

大局，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合理

利用开发，科学引导规划。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并举双促，真正形成“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将“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同时，

坚定不移地当好绿水青山的“守护

者”，守护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自然底色。

美丽乡村，魅力中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广大农村，乡

村旅游作为农民增收 、美丽乡村建

设 、脱 贫 攻 坚 、乡 村 振 兴 的 有 力 抓

手，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生

产 生 活 生 态 同 步 改 善 方 面 作 用 明

显。我们要不断激发乡村旅游新活

力，做好乡村旅游这篇大文章，走好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之路，让乡村

和 广 大 农 民 真 正 成 为 发 展 的 亲 历

者、见证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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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犁、采菊、清泉、晨昏、鸟啼、虫

鸣是甘肃省陇南市康县五福临门民

宿各间客房的名称。47岁的朱彦杰返

乡创业，精心打理着这家民宿。他说，

外出务工时最思念的就是村里的古

屋、老树、潺潺流过的清泉，以及那些

经岁月风雨侵蚀却依然完好保留的

拴马桩、石马槽、大磨盘……如今，这

一切成为民宿最吸引游客的景致。

“4 月 12 日恢复营业，生意越来

越好，已接待了兰州、天水、成都、西

安、汉中自驾游的客人。”在朱彦杰

看来，暑期是民宿运营的好机会，13

间房已被订到了8月底。为了让游客

住得放心，他每天扫洒庭院、雾化熏

蒸，对所有用品尤其是客人有可能接

触的用品进行严格消毒，床上用品、

卫生间用品、餐具、座椅等做到全覆

盖。目前只接待单人和以家庭为单位

的游客，严格检查健康码，还自备了

体温枪和口罩，每天对所有游客、工

作人员进行测温登记，防控和运营

“两手抓”。

据甘肃省文旅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甘肃的乡村旅游早在5月就迎来

了“小爆发”，五一假期，游客接待量

达148万人次，实现乡村旅游收入约

3.9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假日期间乡

村 旅 游 过 夜 人 次 占 比 达 62% ，较

2019年平均水平高出5个百分点，游

客在乡村停留和消费的时间更长了。

从全国数据来看，随着国内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和各项支持政策

效应逐步显现，全国乡村旅游复工复

产率整体达90%左右，成为旅游产业

复苏的“排头兵”。据全国乡村旅游

监测中心测算，2020年第二季度，全

国乡村旅游总人次为4.56亿，恢复至

去年同期水平的五成左右；总收入为

1729.9亿元，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

三分之一左右，乡村旅游复工复产成

效明显。

美团、携程、驴妈妈等互联网平

台数据也显示，周边短途的乡村旅

游率先复苏，订单量最大，成为消费

者的首选。暑期，浙江、甘肃、河北、

四川等一些地方的乡村民宿已预定

客满。

扎根乡村的民宿，或许是最能代

表乡村文化的情感符号，也是许多地

方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着

力点。近年来，山东潍坊青州市通过

政策扶持、示范引领，涌现出一批特

色民宿。

青州，为古“九州”之一。因地处

东海和泰山之间，位于中国东方，

“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故名“青

州”。青州民宿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具有

鲜明的地域特点，发展了古城、古

村、田园、温泉、山林等五种类型的

民宿，精心培育“青州人家”民宿品

牌，加快实现小民宿带动大产业、助

推大发展，带动脱贫攻坚。

2018 年以来，青州市将民宿产

业作为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的突破

口，立足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动精品

民宿集群化发展。同时，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餐饮住宿业提升改造的意

见》《青州市支持全域旅游发展实施

办法》，对符合条件的民宿进行重点

扶持。

得益于政策扶持、完善配套、文

旅融合等“组合拳”发挥效力，盛夏时

节，福建省永泰县嵩口镇接连收到好

消息：莆炎高速福州段通车，从福州

市区驾车前往嵩口镇可缩短半小时

以上；嵩口镇月洲村入选全国第二批

乡村旅游重点村公示名单，再添金字

招牌……一拨拨避暑客流纷至沓来。

为推动旅游产业复苏，福州市将

生态优良的乡村游作为重要突破口。

在福州市出台的《关于促进文旅消费

的七条措施》中，对乡村游重点“着

墨”：推出踏青、温泉养生、乡村休闲

等精品线路；扶持旅游民宿发展，丰

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对旅行社组织

福州本地游客参加乡村旅游线路的，

给予奖励……针对自驾游游客，福州

文旅部门还推出了《福州乡村游首套

自驾攻略口袋书》，将用餐、民宿、精

品线路等信息充分整合，在加油站免

费发放，为市民出游提供精准指南。

乡村旅游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引

导和保障。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示了第二批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680 个村榜上

有名。加上第一批的 320 个，1000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便于消费

者“按图索骥”，就近找到乡村旅游

“打卡地”。

除了“点”，还有“线”。文化和旅

游部根据各省推荐，汇集了300条乡

村旅游线路供消费者选择。比如，河

北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宝典中包含乡

乐康养游、乡居民宿游、乡韵民俗

游、乡味美食游、乡知研学游、乡隅

休闲游、乡礼购物游 7 大主题 25 条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80 个旅游扶贫

村，109 个乡村旅游点，82道乡村美

食，83 种文创特产，连接了乡村的

一、二、三产业。

作为旅游投资的热点领域和城

镇居民休闲消费的重要方式，乡村旅

游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和收入年均保

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在脱贫攻坚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稳，江西乡村

旅游复苏快、复工率高，截至7月7日，

全省850余家乡村旅游点已经有830

余家恢复开放，恢复开放率高达97%，

共吸纳近7万名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近

就地务工，增加了收入，端稳了“饭碗”。

今年端午小长假前夕，四川省阆

中市天宫镇五龙村迎来了旅游旺季。

五龙村村民王素清家的房屋，按照修

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改造，5间房屋被

改造为依山傍水的民宿，各类生活设

施一应俱全。以她名字命名的“素清

民宿”十分抢手。为吸引顾客，王素

清还特意准备了独具当地特色的蒸

笼宴，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品尝。

“蒸笼宴需要3小时以上才能端上

桌，靠着这些特色菜，餐饮住宿供不应

求。”素清民宿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过去，五龙村是个典型的贫困

村，在阆中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打造

全域旅游背景下，发展为特色旅游小

山村，硬化路面30公里，设置骑游道、

步行道10公里，发展民宿，配套20多

个床位，建设森林玻璃度假小屋 15

套，集趣果园度假小屋15套，并在全

村套种各季鲜花，进行景观设计和风

貌整治，实现了一年四季有看头。

许多贫困地区位置偏僻、交通不

便、经济发展落后，但自然风光优

美、生态环境良好，是红色文化、民

族文化、历史文化富集区，具有丰富

多彩、特色鲜明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在加强贫困地区文化遗产资源保护

的基础上，可以依托特色文化和旅游

资源，推动当地文化产业、传统工

艺、旅游业与农业生产、加工制造等

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特色文化和旅游

产品，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快速

发展。贫困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可以

吸纳大量闲置劳动力就地就业、参与

经营，使贫困群众从旁观者、局外人

变为参与者、受益者，拓宽就业渠

道、均衡利益分配、促进增收致富，

实现真正的“授人以渔”，促进贫困

地区产业兴旺、可持续发展。

村村旅旅游游

打好“组合拳”推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吃上“旅游饭”乡村旅游助力脱贫攻坚

打好“特色牌”乡村旅游迎来升级发展

今 年 上 半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对 国 内

旅游业冲击巨大，行

业“停摆”，游客数量

呈现“断崖式”下跌。

随 着 国 内 疫 情 防 控

形势向好，各地景区

有序复工，旅游行业

也亟待恢复，但在疫

情 防 控 常 态 化 背 景

下，旅游形态和人们

的 旅 游 习 惯 发 生 了

重大改变，与以往的

旅游模式相比，乡村

游 因 其 短 途 、休 闲 、

生态、灵活等优势受

到青睐，成为当前许

多 消 费 者 的 旅 游 首

选项。

7 月 17 日 ，文 化

和旅游部发布《文化

和 旅 游 部 办 公 厅 关

于 统 筹 做 好 乡 村 旅

游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和 加 快 市 场 复 苏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指

出 在 贯 彻“ 外 防 输

入 、内 防 反 弹 ”要 求

前提下，各级文旅部

门要多措并举，促进

乡 村 旅 游 复 工 复 产

各 项 扶 持 政 策 落 实

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