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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乡村旅游深度发展的文化促进∗ 

吴惠敏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合肥 230036） 

摘要：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也是乡村旅游持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前提。而目前安徽三大旅游区域内的乡村文化均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硬件“乡味”失却、淳朴民风失范、本源文化失真、旅游产品失“色”的问题。因此，以突出“古朴”、凸显“原

始”、呈露“纯真”、保持“土野”、注重“参与”及体现“品位”为目标，以立足人文、兼具自然，传统为先、不忘现代，特色

为尚、稳步推进，教育为重、服务“三农”，开保并尊、持续发展，上下联动、多措并举，拓宽视阈、互利共赢为具体措施，全

面整合和打造乡村文化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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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提出：“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

化新格局”；同年 10 月，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促进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有力抓手。此前，安徽省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纲要》中也曾强调：

“积极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体育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商务旅游、乡村旅游、森林旅游等具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旅

游产品。”省旅游局主持编制的《安徽省“十一五”旅游发展规划》围绕“建设旅游大省并向旅游强省推进”的总目标，创新性

地提出着力打造全省旅游格局的三大板块，即“大皖南国际旅游区”、“泛巢湖国家旅游区”和“新皖北区域旅游区”（下文简称

皖南区、泛巢区、皖北区），对发展乡村旅游更是给予了充分关注。 

据安徽旅游资讯网统计：全省仅重点景区 2008 年 1-11 月间累计接待游客 2657.15 万人次，同比增长 9.18%，累计门票收入

12.17 亿元，同比增长 6.34%。其中如皖南区黄山市宏村共接待 78.84 万人，门票收入 3731.10 万元；西递是 53.67 万人，2180.70

万元；宣城市江村为 30.80 万人，825.56 万元。泛巢区滁州市狼巷迷谷风景区共接待 9.33 万人，门票收入 329.27 万元；巢湖

市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区是 22.82 万人，2256.60 万元；合肥市三河古镇为 42.70 万人，179.30 万元。皖北区阜阳市八里河景

区共接待 135.48 万人，门票收入 1872.62 万元；淮南市八公山旅游区是 72.56 万人，679.87 万元。[1]由此可见，安徽乡村旅

游已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呈现出快步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调查也表明，安徽乡村旅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从可持续发展

的文化层面来看，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从本质上说，乡村旅游是一种文化活动，是对优美的山水田园环境和浓郁的地域文化韵味相结合的乡村文化的审美追求。

乡村文化主要包括田园景观文化、建筑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手工艺文化的乡村物质文化；包括权力制度、礼仪文化、

布局文化的乡村制度文化；包括节日文化、家庭生活文化、民间歌舞艺术的乡村精神文化。它集中展现了一个乡村的审美思维、

价值观念、人格精神和生存智慧，是乡村旅游不可缺少的底蕴和灵魂，也是乡村旅游保持自身特色、提高竞争力的关键。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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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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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我省三大旅游区域的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开发较为成熟的皖南区，还是正在打造中的泛巢区和皖北区，在乡村文化整体氛

围的保护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 

（一）硬件“乡味”失却 

乡村旅游的核心资源主要体现为自然景观、乡村风貌、乡村生活方式中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在于淳朴的原

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而目前我省很多旅游乡村在建筑布局等方面的“乡村意象”正逐渐丧失。一些村民为迎合城市游客的到来

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们全面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设施，运用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将有特色的传统民居改建成洋房，或者建造一

些与当地风格极不相称的建筑。更有一些乡村，其建筑风格已完全“城市化”，村内大规模地建造高层住宿楼房，房屋装修过于

现代，甚至购置了卡拉 OK 机、游戏机等现代设施，失去了淳朴自然的乡土文化韵味。显然，如此建设已难以让城里人体会到有

别于城市的乡村风土、风物、风俗、风情、风景，因而也就使这样的乡村旅游失去了它应有的吸引力和独特价值。 

（二）淳朴民风失范 

随着城市游客的大量涌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部分原本憨厚善良的乡民学会了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坑蒙拐骗、敲诈勒索

游客；一些村民在村口对游人围追堵截、商品短斤少两、见游客就伸手要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村民之间纠纷不断，甚至大

打出手。也有少数村民为了能通过旅游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可谓不择手段，把一些不健康的行为方式引入乡村，如在村内设赌

局以吸引游客，使村庄成为黄、赌、毒的窝点。还有一些乡民为能以“吃野味”招揽游客，不惜以身试法，私制猎枪去深山或

江湖猎取国家禁捕生物。更有部分乡民受高消费、追求时尚的城市游客的影响，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采取偷、盗、抢、

夺等极端方式获取不义之财。[2]这些道德失范现象均使乡村的淳朴民风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本源文化失真 

乡村旅游一定意义上是一种乡村文化体验，城市游客是在体验的过程中获得对乡村文化深入的异质化感受。可是一些乡村

旅游经营者为迎合城市旅游者求新、求异的心理，往往把乡村风俗民情如一些传统的文化习俗和庆典等等舞台化、快餐化、商

品化，这种人为地、断章取义地、移花接木地商业性生产和加工，造成了乡村文化的失真和扭曲。此外，由于受城市文化的影

响，部分乡村居民在开阔视野的同时，开始追求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使得一些乡风民俗、农耕文化等乡村传统文化渐次改变。

这就变相地削弱了乡村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保护的积极性，而独特的乡村传统文化原本才是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核心源泉。

另一方面，城市游客在乡村旅游时所表现出的一些不遵守公众道德的行为亦破坏了当地村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也加速了

乡村本源文化的失真。 

（四）旅游商品失“色” 

目前，乡村旅游的内容大都是参加欢迎仪式、参观村容、一起过节，或者加上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住农家屋，总体上看，

乡村旅游的特色不强、文化内涵不足。仅就乡村旅游商品而言，虽然不乏皖南区泾县宣纸、徽州三雕、芜湖腐乳及瓜子、铜陵

姜片，泛巢区凤阳画和花鼓、舒城舒席、安庆胡玉美蚕豆辣酱，皖北区灵璧观赏石、界首陶瓷、濉溪酱包瓜、宿州符离集烧鸡

等注重地域文化特色的产品，但离农业部提出的“一村一品”还相差甚远。不少乡村旅游商品的外在包装和内在质地也都缺乏

应有的文化品位，有的甚至缺少对原材料最基本的加工，文化内涵苍白，致使价格低廉，减少了乡村旅游应有的经济效益。 

二 

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城乡文化的差异上。城乡文化的差异越大，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就越大。[3]104-108 要满足城

市游客“求知、求新、求异、求奇、求乐、求美”的心理需求，增强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使乡村旅游向纵深发展，我省应从以

下方面继承、发扬并提升乡村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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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古朴” 

乡村旅游从外在形态看，是因为乡村具有与城市不同的景观、设施；就内在特质说，是因为乡村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传统的

民风民俗，具有着与城市截然不同的舒缓、融洽、富有亲和力的生活方式。喧嚣的声音、拥挤的人口、恶化的环境、超负荷的

工作方式日益影响着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迫使他们去城市之外寻求解脱。而乡村文化特有的古朴正是他们追寻的意象。这种

古朴，主要表现为古老的民间艺术、古典的乡村建筑及古淳的民风、民俗。 

首先，乡村蕴藏着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它们或土生土长，或兼收并蓄，如阜阳剪纸、安庆雪木画、芜湖铁画、

徽州盆景，池州目连戏、宿州泗州戏、亳州二夹弦、巢湖含弓戏，当涂民歌、潜山弹腔、祁门傩舞、东至花灯等。这些古老的

民间艺术大多在热闹的乡村节庆庙会如春节、元宵节、春龙节、清明节、端午节、天贶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

祭祖节、冬至节、腊八节等表演。故在乡村旅游开发时，要注意挖掘这些乡村传统手工艺品、戏曲及民歌傩舞的艺术魅力。而

这将对厌倦了 KTV 包房和酒吧的城市游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其次，乡村农舍等设计应保持传统的民居风貌，渗透出独特的文化意味。如皖南区徽派民居的黛瓦、粉壁、马头墙，砖、

木、石三雕，黑白相间的建筑色调，虽然和皖北区古民居常见的青砖小瓦和山墙挑大梁的简约风格不同，却一样透出古朴之气。

而这些与现代都市钢筋、混凝土的摩天高楼相比别具情趣，应注意保护。一些“建新仿旧”、“修新如旧”的方法值得提倡。还

要充分发挥乡村中的古弄堂、祠堂及牌坊等的文化功能，尽量保留其原有韵味。同时，在乡村民居室内设计上，也应考虑与当

地的传统建材相结合，家具的选用与摆放均要体现地域文化风味，让游客住进去真正有农家人的感觉。 

最后，乡村旅游的文化建设要以徽商的“仁、义、礼、智、信”为意旨，发扬“以义为利、崇儒兴教、恤贫济困、诚信友

善、爱乡爱国”的优良传统，把乡村打造成为“崇礼教、正名分、安生业、敦正道、敦睦邻”的“乐土”，让来此旅游的人们真

正感受到乡村民风的淳朴，真正体验到身心回归后的自在。 

（二）凸显“原始” 

当人们把城市文化视作“现代”的标志时，乡村文化的“原始性”就随之产生了。正是这种原始性吸引着城市游客，使之

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又一文化特性。 

乡村文化的“原始”主要体现在农耕文化的神韵上。农耕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它范围广博、内涵丰

富，如农耕形式、传统农用器具、乡村生活习俗、农事劳动、农业节庆、农业工艺等。突出农耕文化，就是要吸引城里游客重

温先辈旅程，追忆童年往事，了解现代乡民春锄夏种的农事。因此，在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可以考虑在室内摆放雕花木架床、

花木窗、八仙桌、长条凳、藤椅、竹凳、单绳直拉的布帘等过去的生活物件和拌桶、斗笠、蓑衣、升子、木纺车、斗等农家器

具；在室外的庭院中，放置现已少用或不用的水磨、石磨、驴拉磨、风车、手推车、脚踏水车、石臼、犁、耙、锄、镐等农业

生产工具。也可以在实物展示之外再布置一些相关的照片、图片，配上详尽的解说词。 

农家院落的这种原始与粗野，对于心理压力过大、工作过度疲劳的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城市居民来说，是一种补偿与疗

救。尤其对于那些父辈或自身早年生长于乡村具有浓厚“故乡情结”的城市游客来说，看到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环境和生

活用具，甚至墙上依稀可辨的斑驳标语，一定会沉浸于往事的追忆，也更感受到今日生活的美好。 

（三）呈露“纯真” 

乡村原生态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体现了乡村旅游的个性特征，也是城市居民的游览目标。作为乡村原生态的风物景观，不能

改变其原“真”风貌。所以，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保持乡村田园原味，再现“天人合一”的环境。如农舍边

的篱笆墙上要攀爬着豇豆、扁豆或丝瓜等藤蔓植物；村旁的田畦要长有水稻、棉花、小麦等农作物；池塘、小河里应有水草或

荷叶、菱角，水面上要有鸭、鹅等嬉戏，水中应有鱼、虾游动。使城市游客贴近自然、融入自然，使乡村旅游真正成为他们“回



 

 4

归自然”的绿色怀抱。另外，乡村的夜晚要突出“天籁”，让城市游客可以在竹椅草榻之上静数夜幕流星、漫观萤光树影，使他

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疏阔和神秘。 

其次，要保留农家人文生活的本真。乡村旅游的开发要保护乡村原有的自然古朴风貌，乡村的道路、建筑、院墙、桥梁、

水域、花草树木都要能够突出和强化乡村的文化特质，决不能失真。如在村旁屋边应栽种向日葵、梨、杏、桃之类的农村常见

植物；村内的小道路面可以是石板、碎石甚至是泥地；民宅的院墙可用竹篱、木篱；室内照明可采用灯笼或竹、木框架的灯具，

并使用一些农民画、手工编织物等装饰。在村庄的一些主要通道、重要区域要特别设置一些标志性的物体，如水车、稻草人、

打谷机等，来强化农家特有的韵味，增添乡土气息。同时，还应意识到非农忙时一些村民们随心所欲地做着农事的“慢节奏”

生活方式本身也是一种乡间独有的休闲文化。城市人由于来自工作、学业等方面的竞争压力，大都希望借助乡村旅游作一次远

离尘嚣的空间置换。他们渴望感受大自然的真山、真水和真情。而乡村文化的这种率真及闲适的生活情调正好可以满足他们求

真求缓的心理诉求和回归自然的愿望。 

（四）保持“土野” 

乡村旅游还要注意提升乡村餐饮的文化内涵以促进乡村旅游的深度发展。某种意义上，追求乡土美味，已是当今城市人的

一种时尚。为城市游客提供乡村饮食可从食品本身和餐饮环境两方面着手，让他们在旅游的同时既品味到美味的绿色食品，又

体验到农村的乡土民俗文化。 

乡村旅游食品要充分体现出“土”味和“野”味。选用自然养殖、不受污染的动植物作为加工原料，制作方法也采用乡村

地方传统工艺。以原汁原味的民间菜和农家菜为主，以“土”、“野”为本，如土鸡、土鸭、土猪肉、野鱼、野兔、野山珍和当

地蔬菜，真正体现出农家“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养身怡年”的饮食风格。[4]116 

乡村旅游饮食环境的布置也应有浓郁的乡土味。接待城市游客，不仅要保持热情、真诚、周到、细致的服务态度，还应营

造出浓郁的田园风味和农家氛围，让城市游客产生一种置身田野和农舍的感受。可以把杂糙粮、野菜、土碗、陶钵、粗勺呈现

在农家的餐桌上，也可以在房间的墙壁上适当悬挂一些具有农家特色的葫芦瓢、红辣椒串、老玉米、干艾蒿等，餐桌、凳子也

最好用当地的木、石、竹、藤等天然材料加工而成。总之，乡村旅游的餐饮应充分体现土气和野性，尽可能地传达出乡情之真、

乡风之淳、乡貌之实的浓厚乡土味，从而使城市游客流连忘返。如今都市中大酒店专门开辟的“乡土风味餐厅”或“村野风味

美食”可从反面佐证“土野”风味在乡村旅游中的必要性。 

（五）注重“参与” 

乡村旅游的精髓正是在于让都市人回眸传统农家生活的自然乐趣，使他们在旅游中通过参与和体验获得身心的愉悦。因此，

经营者在开发乡村旅游时，应依托自身不同的区位与自然条件，大到田园风光、自然山色，小到农户居家生活，设计出一些以

农业、农村、农事为主要载体的注重游客参与性的项目，如农事活动、民俗、竞体健身等。 

安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大省，在长期的农业活动中，由于耕作方式悬殊，使用的农具各异，不同作物耕种与收获的时

令有别，形成了各地丰富多彩的农事文化，如养殖、放牧、挤奶、采茶、摘果等。故在乡村旅游开发时，可结合当地实际为城

市游客策划一些轻松愉快的参与性项目，如打井水、剥毛豆、拔萝卜、捉小虫、推石磨、包粽子、打麻糖、扳包谷、榨菜油、

酿米酒、搓草绳、编藤篮以及水磨磨米面、水车灌溉、石臼舂米、木机织布、破竹编篾、刨木打榫、简单农具制作、陶制品制

造等活动。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现象。在浅层的

观光旅游之后，城市游客往往更注重对深层次的民俗文化的关注和追求。民俗文化具有较强的大众性，因而也蕴藏了很强的可

参与性。故乡村旅游开发中也要注意设计一些易于操作的民俗活动，如学剪纸、学刺绣、学做农家节令小吃、登鸳鸯楼、抛球

择婿、坐花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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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开发乡村旅游，还要注重发展竞体健身等项目，如游泳、垂钓、舞龙狮、走高跷、放爆竹、燃烟花、放风筝、看花

灯、唱山歌、扭秧歌、打腰鼓、赛龙舟、滚铁环、踢毽子、下五子棋、丢沙包等。多样化的参与活动，可以使城市游客体验在

城里体会不到的快乐，得到身心的极大满足。也能让那些不知稼樯之难的未成年人真切地感受到劳动的苦辛，从而在返城后获

得学习的动力。目前，黄山市政府本着“村落文化搭台，体验经济唱戏”的理念，提炼出“当一回徽州人”、“做一天民居人”、

“我爱古民居”的体验主题，努力打造出本地区的特色品牌，这一成功经验，很值得提倡。 

（六）体现“品位” 

文化内涵是乡村旅游产品吸引力的关键所在，所以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对旅游产品的策划一定要有文化品位，要对现有的

各种资源进行深度的文化发掘和整合，其核心就是要把自然景观资源变成文化景观。[5]220 而具体到乡村旅游商品，就是在商

品的选材、加工、包装等诸多方面体现出丰富的文化韵味，突出文化吸引、文化品牌和文化体验，使旅游商品凸显文化魅力。 

乡村旅游产品的整体设计，不仅要注意文化蕴涵，还要符合审美的要求。一个成功的乡村旅游景点的设置，既能通过展示、

陈列、表演等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宾主之间的互动，使游客得到感官上的享受，也能使游客的心灵得到升华。[6]如村民在基

础设施的建设上，不能贪大求洋，把旅游乡村的建设当作城市建设，村内过于宽阔平坦的水泥路不仅抹去了历史的遗迹，也使

乡村旅游产品失去了应有的美感。 

在乡村民居的修缮、物品的摆放等方面也应有明确的美学追求。有时不仅要修旧如旧，还要修旧如初。一些旅游村的乡民

在自家的墙上画着金灿灿的油菜花、翠绿的柳树竹林、成行无际的水稻麦田等，这种如同绘在大地上的美丽图画，吸引了很多

城市游客留连其中。也有乡民把自家的房屋装饰成“竹篱茅舍”，用“辘轳”提水浇地，当城市游客到来时，他们戴“笠”荷“锄”，

用自酿米酒及“鸡黍”款待游客，早晚以鸡鸣犬吠之声反衬乡居的宁静。还有一些乡民将旅游车辆荫蔽于豆棚瓜架之下，甚至

用“麦秸垛”来隐性处理停放的汽车。这些做法均值得借鉴。 

无疑，当城市人熟视了高楼林立、听腻了马达汽笛、感受了空间促狭、领略了大气污浊、厌烦了人情冷暖时，便产生了回

归大自然、追求自然美的强烈愿望。而乡村旅游产品所蕴涵的丰富美感正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 

三 

丰富独特的乡村文化，不仅是乡村旅游的灵魂，也是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所在。但是，仅仅依靠乡村旅游个体经营

者的力量，还无法打造出真正可以支撑乡村旅游得以深度发展的优质文化。为此，地方政府还应遵循旅游业自身的发展规律，

在宏观上发挥导向作用，积极引领乡村文化朝着有利于乡村旅游持续深入发展的方向迈进。 

（一）立足人文，兼具自然 

乡村旅游的核心资源在于乡村拥有与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发展乡村旅游，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这种“乡村生活

方式”。它外在地表现为与城市不同的田园风光、农家院落，内在地表现为浓郁的乡土文化、民俗传统，舒缓、自然的生活节奏，

以及融洽、随和、亲切的人际关系。所以我省各地政府要倡导坚持历史文化景观与自然风光景观相结合的乡村旅游开发原则。

因为自然景色如果没有人文景观的点缀就显得缺乏灵性，而人文景观如果没有自然风景的衬托装饰也会缺乏生机。故要注意引

导村民对乡村古民居等地的绿化美化，融历史人文景观于美丽的自然风景之中。像农家旅馆、游乐园等的布局造型都要与乡村

景观的文化特色相一致。如皖南区古村落大都遵循山水的自然规律，满足“枕山、环水、面屏”的空间模式，村内古民居在建

筑风格上呈现出“五岳朝天”、“四水归堂”的态势，十分强调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创造了与大自然

融为一体的人居大环境。而皖北区的古民居，既有北方建筑的庄严肃穆、南方的玲珑俊秀，也有很强的地域人文特质。这一精

神在开发及新建其它旅游设施时应以提倡。总之，要大力倡扬自然与人文兼具，使乡村旅游真正成为让城市游客从中品味民俗

传统、领略乡土文化、感悟和谐人生的自然和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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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为先，不忘现代 

前文已经阐述了任何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都建立在乡村的自然状态上，不应引入与乡村传统文化不和谐的“异域文化”，如

不能在古村落中修建星级宾馆，不可将有特色的传统民居拆建、整修成洋房等。否则将会导致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自然环境受

到破坏，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乡村旅游的物质资源。但这并不等于说乡村旅游只要传统不要现代。首先，乡村文化的一些传统因

素本身就存在不足，需要扬弃；其次乡村居民也需要分享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科技成果；再次，打造适应城市游客需求的乡村

旅游市场也并不是越自然越好。试想：乡村娱乐中如果缺少现代器乐的参与，注定效果不会理想；在一些炎热的乡村旅游，若

没有空调等辅助设施，也很难吸引到“回头客”。因此，在开发乡村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引导村民关注旅游设施的卫生标准和配套设施的完善水平，等等。以乡村旅游景点建设为例，对一些自然景观，需要加以挖掘

整理，使其恢复本来面貌；对一些人文遗迹，需要进行借形造景，加以合理想象。既要照顾到人文景观的存生环境，又要考虑

到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融古典和现代于一体，让昨天的“丽”与今天的“美”相得益彰。此外，还要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结

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来设计景点，努力将吸引顾客的“奇、妙、趣、新”与自然高度融和。[7]只有这样，乡村旅游才能获得持久

的活力，从而实现深度发展。 

（三）特色为尚，稳步推进 

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与内在的文化品味成正比。只有注重有特色的乡村文化内涵的挖掘才可能提高乡村旅游的附加值。但

是由于城乡文化价值观的分歧，导致了文化审美及理解上的偏差，开发过程中重有形文化、轻无形文化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大

量开发各种类型的休闲农庄和观光果园等项目而忽视对乡村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特色资源的挖掘正是一个显例。地方政府应该

在乡村旅游开发前摸清“家底”，决不能盲目开发。要突出特色和重点，形成层次，稳步推进，否则极易造成建设性的破坏。可

以根据乡村旅游的自身特点，精选出若干乡土文化保存完整、具有区域代表性的乡村进行深层次开发，不但要使乡村旅游成为

农民增收创效的新途径，而且要使乡村旅游成为保护乡土文化，特别是各地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如就皖北区的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而言，首先需要抢救一批濒临湮灭的且具有重大旅游价值的乡村旅游景点，如古祠堂、巷道等；其次要在已

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开发面，整修、复原旧景点以及做好与新建筑间的配套与协调；最后再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逐步向边

远的、落后的、基础设施较差的、但旅游潜在价值较大的待开发乡村推进，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开发。 

（四）教育为重，服务“三农” 

村民是发展乡村旅游的主体，要激发他们兴办旅游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奉献及服务意识，使其最终具有参与市场竞争的

能力。因此，地方政府要在乡村旅游经营理念、旅游项目和内容的设计、农产品品种、饮食文化、建筑风格、经营规模等方面，

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专业指导，帮助村民开阔眼界，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且，由于现有的旅游农户大都素质偏低，对他们进

行专业的培训尤为必要。培训内容应包括职业道德、旅游相关基础知识、服务技能、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等。只有建成一个与

乡村旅游发展相适应的从业人员队伍，才能推动乡村旅游走上规范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轨道。另外，发展乡村旅游

还要把治理环境污染和加强生态农业紧密结合起来，对村民进行生态文化教育，使他们养成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文明卫生的

习惯，真正将农村打造成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生态环境良好、经济社会繁荣的乐土。 

（五）“开保”并尊，持续发展 

良好的环境和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标志，也是乡村旅游能够深度开发的前提。这就要求

地方政府在审批乡村旅游产品开发项目时强调与环境、资源保持和谐统一。不仅要考虑旅游产品的设计和乡村自然环境相协调，

尽量减少对当地土地、水体、森林等的影响和消耗，保持自然景观的本真，还要考虑因发展旅游业而修建的村庄饭店、旅馆、

道路等设施所带来的污水和垃圾处理问题，以确保乡村具有良好的自然人文环境。另外，还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乡村旅游

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文物、古迹造成损害，只有保护好，才能长久利用。对于那些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人文遗迹、文物古迹等，

由于它们具有不可再生性，要重点保护；而对于那些具有独特的地域风俗文化、建筑艺术及饮食文化等，也应保持它们原有的

文化风貌。当前，许多乡村古迹已“亮起了红灯”，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甚至濒临湮没，如泛巢区金寨县当年的红军保卫局成了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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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皖北区固镇的垓下古战场三千谷堆现仅存模糊的轮廓；临泉沈子国古城遗址内外城廓依稀难辨。保护的目的是为开发，只

有“开保”并尊，才能使乡村旅游持续发展。 

（六）上下联动，多措并举 

相对于自然风光而言，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特别是在硬件建设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加之时下许多乡村旅游资源

残破现象严重，保护、开发都需要大笔资金，而这让乡村自身来投入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地方政府要正确引导旅游投资方向，

优化旅游投资结构，促进旅游产业与资本市场的有效结合。当前，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社会投

资为主体、外资参与为主要成分的投资结构，坚持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同时，还要加强宣传力度，引导各旅游乡村通过各种

渠道、多种方式来广泛宣传自己，努力扩大乡村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的知名度。一可利用当地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如在电台、

电视台等上开辟专题节目等；二可通过邮电、出版等部门发行明信片、宣传画，图文并茂地对乡村旅游景点细解详述，或是出

版专门介绍乡村文化旅游的书籍、刊物；三可充分利用互联网鼓励乡村建立旅游专题网站；四可牵线搭桥，加强与有关高校、

科研院所以及旅行社的合作，进一步挖掘整理当地的旅游资源，提升文化品位，增强旅游效益。 

（七）拓宽视阈，互利共赢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地方政府要有全局意识和远大的眼光，要注意联手合作，优势互补。可以协作开发，共同建设旅游带

或旅游圈，共创品牌、共谋发展。只有这样，乡村旅游才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自身也才能做大做强。要以总体规划、专项规

划和项目开发策划为指导，集中连片开发，实施资源共享、线路共连、客源互送，以整合资源，最终建立一个产品各异、市场

一体、效益共生的无边界的大旅游区，形成规模效应，实现乡村旅游的倍增效益。同时，还要将乡村旅游与其它旅游资源进行

组合，形成具有互补性、差异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如将乡村旅游与山水旅游、生态旅游进行联合开发；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

合作，利用城市中知名旅游景点来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求等。就皖北区乡村旅游而言，该区有关秦

末农民战争的景点众多：宿州市的大泽乡起义遗址、砀山的陈胜墓、萧县刘邦避难的皇藏峪、固镇的垓下古战场、灵壁的虞姬

墓等。可将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创造整体效益。[9]同时还要注意与泛巢区、皖南区乡村旅游接轨，依托“两山一湖”，

吸引江南、江淮之间的游客北移，如将涡阳老子下清宫、蒙城庄子祠、亳州老子道德中宫、凤阳庄子观鱼台与齐云山、天柱山

等景区协同开发，以遍览道家文化。此外，还应注意与有着鲜明特色的周边地区如江苏徐州、山东曲阜、河南开封、洛阳等地

的乡村展开旅游联营，共同规划旅游路线，以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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