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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以凤冈县茶海之心为例
*1

唐玮 冉亚娇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 563006)

【摘 要】: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者消费的形式也随之改变，茶文化旅游也逐渐受到旅游者的喜爱。凤冈

锌硒茶作为新兴的茶业，其旅游开发具有重要的开发价值和意义。为此，以贵州凤冈茶海之心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凤冈茶文化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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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茶文化乡村旅游作为茶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对现代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茶文化乡村旅游的发展

无论对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凤冈县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凤冈旅游业的发展。2002 年以来，凤冈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对凤冈

旅游景区进行了规划，茶海之心景区也是其中之一。对于茶海之心，在原有的茶文化旅游基础上，结合了乡村旅游，改革了以

往单调的旅游方式，两者结合一起，为旅游景区的发展提供新的旅游形式及创新了旅游产品。

2 概念

2.1 乡村旅游概述

在我国对乡村旅游比较普遍的定义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农民所拥有土地庭院经济作物和地方资源为特色以为游客服务

为经营手段的农村家庭经营方式。雄凯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

光为对象系统的一种旅游类型”。

本文认为，乡村旅游是指以具有乡村特色的自然资源和地方文化等为旅游吸引物，远离繁华喧嚣的城市，以体验与享受为

目的，在农村或具有乡村特色的地方发生的一系列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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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茶文化旅游概述

有学者认为，茶文化旅游是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利用茶叶的美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保健实用价值吸引旅游者，以休闲

和娱乐､获取知识和体验人生价值为目的而开展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旅游活动，是旅游的新兴项目，同时也是茶产业的重

要内容。本文给出的定义为，茶文化旅游是以茶为依托，以茶文化为旅游吸引物，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集物质享受和精神

享受为一体的旅游活动。

3 凤冈县茶文化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3.1 资源

凤冈茶海之心旅游景区位于凤冈县永安镇田坝村，距凤冈县县城 38 公里，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加上茶树在 80%以上，

因土壤富含锌硒元素，其出产的中国仅有的锌硒有机茶极具养生功效。茶海之心产茶历史悠久，现有大小茶叶加工企业 147 家､

有机茶基地 3.18 万多亩，是西南最大的有机茶基地，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凤冈锌硒茶的主产区和核心区。茶海之心景区与田坝村

紧靠着，因此田坝村被誉为最美乡村，置身其中，犹如仙境一般，眼前一片碧绿，到处充斥着茶叶的芳香。茶叶与农舍的相结

合，使游客仿佛置身世外桃源，这也是凤冈发展茶文化乡村旅游的基础。

3.2 发展模式

目前，茶海之心景区依据“畜—沼—茶—林”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林中有茶､茶中有林的生态茶园，大力实施品牌战略，

整合优化品牌资源，倾力打造“凤冈锌硒茶”公共品牌。由茶文化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使茶文化得以传播，

且有助于茶叶产销的增长，同时通过旅游活动的发生还能衍生多种茶产品，从而提高凤冈的经济水平。

2015 年，茶海之心景区茶叶面积由起初的 2.6 万多亩发展到现在的 50 万亩，茶园投产面积 33 万亩，年产量达 2.7 万吨以

上，受益茶农 20 多万人。田坝村建了 32 家茶庄，共接待游客 106.58 万人次，收入 4.27397 亿元。

4 凤冈县茶文化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4.1 旅游产品单一

凤冈茶海之心茶文化乡村旅游还处于初级阶段，旅游产品和品牌比较单一，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虽然凤冈茶海之心占地

面积广，但茶园就占据了一大半面积，真正能够娱乐的地方并不大，使游客不能充分体会茶文化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旅游体验。

娱乐项目不多，就留不住游客，游客都是当天往返，这对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不太乐观。所以增加娱乐设施､创新产品特色，以此

来吸引游客，留住游客，是当前茶海之心旅游发展的首要前提。

4.2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当前，凤冈茶海之心景区发展中政府行为不足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造成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景区存在着接待能力弱､可进入性差等不足，这些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凤冈茶海之心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虽

然占据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等优势，但交通并不是很方便，以及设施建设方面也不是很完善。在旅游旺季的时候，经常因为停车

､堵车等因素而耽误游客行程等矛盾。洗手间太少以及卫生条件较差，使游客对景区印象大打折扣。茶楼､餐厅的卫生状况､服务

质量等较差，难以留住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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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理无序

对景区资源的保护不够重视。茶树的生长需要有较高的环境标准，但是由于当前凤冈茶海之心景区还未形成较为科学的规

划体系，对景区从业人员没有进行规范的培训，使许多开发商与茶农仅仅关注眼前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茶园茶区的可持续发

展。在旅游旺季，景区接待大量游客，由于人口众多，采茶时对茶园的破坏不能及时制止，没有仔细地为游客一一讲解正确的

采茶方式和细节，从而导致对茶树的破坏以及采摘的茶叶质量也不合格。

4.4 缺乏资金

由于茶文化乡村旅游相比其他的类型的旅游投入资金相对较少，许多资源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但这并不代表不需要资金，

许多的基础设施和宣传方面也还是需要大量资金来运行。

目前凤冈县正处于快速地发展中，政府部门更加重视城市的建筑建设和一些娱乐设施的建设，对于茶海之心政府只注重推

广茶，而对于景区的一些项目投资大大的消减了，是以导致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无法实施。

4.5 宣传力度低

尽管茶海之心景区曾经举办过多次茶事活动，但是由于政府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多渠道的宣传工作没有到位，导致茶海之

心只在当时昙花一现，并没有做到持之以恒，使得大多数人无从知晓，导致现茶海之心景区的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2015 年

4 月 7日在茶海之心景区仙人岭茶圣广场举行了祭茶大典，由于宣传不到位，使大多数的人并不知晓这一消息，虽然祭茶大典顺

利进行，但却没有让更多的人能够亲眼见证。

4.6 缺乏高素质茶文化专业人才

茶文化乡村旅游主要是以修养身心为主，对于中国的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游客靠自己是无法领会其中内涵的，所以需要专

业的具有茶文化知识的人才来为游客引导，并为游客讲解关于锌硒茶的作用及功效等有关介绍。体验采茶､制茶､品茶都必须由专

业人员带领，才能使游客更加深入地体会到茶文化，但是当前的茶海之心的专业人才十分匮乏，这样很难维持景区的可持续发

展。

5 凤冈县茶文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建议

5.1 创新旅游产品

围绕“中国富锌富硒有机茶之乡”的主题形象，打造地方特色品牌。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而富有锌硒的有机茶暂且只

有凤冈，依托这个优势，在原有的茶文化乡村旅游特色上，加入凤冈独有的特质。

可以让游客感受传承了唐宋时代的煮茶遗风的凤冈养身油茶，游客可以采茶､制茶､品茶，也可以感受一下由凤冈锌硒茶熬制

的油茶独特的魅力。也可以到茶海之心景区，游客在此品味凤冈富锌富硒茶，还能参与到采茶､制茶的活动中。除了采茶､制茶､

品茶这些最初的活动外，还可以定期举办以茶文化为主题的大型表演。

5.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凤冈政府要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提升茶文化乡村旅游的硬件质量。完善交通设施，增加停车场，改善食宿设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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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时代的步伐，整修陈旧不符合茶文化主题的设施建筑。比如在景区开展环境整治行动，对于不符合茶文化主题的建筑进行修

改完善，无法修改的，则进行拆除重修；另外要继续进行“村庄绿化”，虽然茶海之心都是大面积的茶园，但也可以在茶园或

洗手间周围种植一些其他植物，如:桃树､梨树等，这些也将是一道不一样的风景线。

5.3 规范管理

推行评估活动，严格奖惩制度，对服务质量优秀的茶农进行奖励，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建设，打造精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茶文化乡村旅游才不会昙花一现。凤冈政府要严格茶文化乡村旅游项目的审批和评估，落实茶文化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环境影响，

防止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解决茶文化乡村旅游资源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茶文化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光

说不练是不可取的，再好的规划，也需要执行。所以凤冈政府要加强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及时督促落实。

5.4 开展合作，拓展融资渠道

凤冈政府要正确定位，积极作为，认真履行规划､投资､协调这些政府职能，加大对茶文化乡村旅游的建设，不断规范茶文化

乡村旅游行为，提升茶文化乡村旅游质量，使凤冈茶文化乡村旅游发展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三效统一”，达到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与媒体合作，制作景区独具特色的宣传片，通过媒体搭建信息平台，向世界展现凤冈茶海之心，让更多人了解到茶海之心，

了解到茶海之心的特色以及其商业价值，从而吸引合作商。

5.5 增加宣传力度

对当今的旅游业来说，客源才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客源就必须要加大宣传力度。对凤冈茶文化乡村旅游进行全面､有效的宣

传，才能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因此，做好凤冈茶海之心景区宣传可以参考一下方式:

(1)通过电视､报刊､广播等专门宣传媒体，主动打入客源市场。运用媒体宣传，积极与各地市电视台､广播电台对接宣传，吸

引广泛注意。

(2)可组织茶文化学者､专家进行公益营销，由明星代言，打造“名人效应”，进而提高知名度。以“艺人+直播”方式宣传

景区，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也可以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3)与旅行社加强合作，努力推出景区特色活动；如张家界魅力湘西国际旅行社，在 2016 年全年接待游客超过 20 多万人，

全年营业收入超过 1 个亿。

(4)制作茶海之心景区宣传片，突出景区优势；如 2017 年 1 月 7日，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趵突泉正式发布了自己的景

区宣传曲《趵突泉》，这首歌在新媒体平台和景区进行循环播放，这也是天下第一泉景区宣传的新尝试。

(5)可以和携程旅游､途牛､去哪儿､微信平台､自媒体等合作。如 2016 年 4 月 6日，河南洛阳关林景区智慧旅游试点单位授牌

仪式举行，标志着“互联网+关林”智慧景区正式上线运营。

5.6 着力培养人才

加强景区工作人员的茶文化专业知识､服务能力等各方面的培训，采取考核和上岗证制度。不定期的进行培训考核，给予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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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人员奖励，赏罚分明。可组织技能大赛，不仅能带动大家的积极性，还能挑选优秀人才。景区也可与一些高校合作，培训专

业的人才，为景区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6 结论

凤冈茶文化乡村旅游正处于初级阶段过渡到成熟期的阶段，政府的主导作用尤为重要。凤冈茶海之心自然资源丰富，通过

有效的政府行为，对“茶､村”两大茶文化乡村旅游品牌，加大资源整合和营销宣传力度，必能打造出别具特色的茶文化乡村旅

游模式。

目前凤冈政府正在大力整改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但还有许多方面还没有履行到位，如景区管理无序､缺乏专业人才､环境卫生

等方面，都影响着景区的长远发展。所以需要政府加快步伐，发挥主导作用，正确指导，推进凤冈茶文化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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