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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湘西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1
 

康叶红，樊雅俊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新形势新背景下，乡村旅游迎来了新一轮的大发展。大湘西地区生态资源良好、民俗文化丰富、农村

生态发达，具备良好的发展乡村旅游的潜力。目前，大湘西生态旅游存在产品层级单一、专业人才缺乏、品牌意识

淡薄、缺乏统一规划等方面的问题，可以从政府、社会、学校、当地农民等多方面入手，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实行

统一规划、培养本土人才、提升核心竞争、优化生态扶贫等方面着手，以市场需求为基础，遵循旅游发展规律，从

而实现农业、林业、茶业等与旅游业的产业融合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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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生态旅游是一种以科学发展为基础，突出生态文化，实现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旅游模式。它

既满足了游客体验农村生活的需要，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和乡村旅游的收入水平。大湘西地区包括张家界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以及邵阳、永州的部分县市在内的整个湖南西部地区。该地区位于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

边境贫困地区，虽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生态环境良好，乡村旅游潜在资源丰富，农村生态发达，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天

然优势。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拥有神奇的山水风光、厚重的历史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丰富的物产资源，作为习近平

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首倡地，政府非常重视发展乡村旅游从而推动精准扶贫工作。 

2 大湘西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2.1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部署，乡村休闲旅游和民俗旅游将成为乡村旅游的主体，

农村将逐步成为旅游热点，从而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国家政策利好的大环境下，大湘西乡村旅游迎来了新一轮的大发

展机遇。近年来，通过政府的推动、社会的参与以及教育的支持，大湘西乡村旅游围绕武陵山区、雪峰山脉等地，进行了深度

的规划开发，取得了有效的发展，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趋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乡村旅游营销战略的滞后，尤其是乡村

旅游人才的缺乏，导致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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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问题分析 

2.2.1乡村旅游产品种类不够丰富。一般农村旅游产品开发类型较少，其中大部分以特色蔬菜采摘，农业休闲庄园观光，鸡

鸭美食等为主，产品类型单一。与其他城市、县乡相比，特点并不明显。使乡村旅游发展处于一种低端的状态，不能适应旅游

需求市场的发展要求。或者是在开发过程中，偏离了乡村旅游的主旨，盲目地上项目，结果使乡村旅游地失去了乡村味，丧失

了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2.2.2认为乡村旅游越土越好。现在不仅是乡村旅游的开发者甚至于很多的专家都有一种误区，就是乡村越土越好，土得掉

渣才好呢！事实上大家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2.2.3乡村旅游专业人才严重不足。乡村旅游作为涉及旅游、农林、交通、国土、金融、扶贫等多部门、多方面、多行业的

综合性产业，关联度极髙，联动性极大，必然要求从业人员是具备高素质与多技能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但是目前来看，大湘

西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人才缺乏严重，目前大多数从业人员为当地农民，缺乏对乡村旅游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同时对于专

业人才的引进及其他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2.2.4缺乏统一规划管理。从旅游规划的角度看，大多数农村旅游开发缺乏专项规划，呈现无序经营、遍地开花的态势。从

管理角度看，大多数乡村旅游仍处在经营理念低下、片面追求利润低的循环局面，且由于盲目的简单模仿，不少地区出现建筑

风格相似、经营项目以及管理方式相互抄袭的商业浅层状态，严重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前景。 

3 大湘西乡村旅游发展策略 

3.1加强政府扶持和监管力度 

根据农村旅游的区域特点，政府统一规划、指导、监督开发单位完成相应的农村旅游景点开发，提高农村旅游的准人门槛，

创造出具有区域特色、生态环保、品牌特色的产品。按全国级、区域级各等级选定优秀开发项目，为开发者提供参观、学习的

模范，避免产生出盲目复制、快速开发、品质低劣的旅游产品。同时，每一个项目应充分考虑地域特点，因地制宜地打造出较

好的旅游产品。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力度，对于优秀的开发者在政策、资金上予以倾斜扶持，鼓励他们开发项目，对评选为示范

园的项目提供补贴、奖励。 

3.2搭建共建平台，营造大湘西乡村旅游浓厚氛围 

我们要在落实林业、交通、国土、住建、农委、旅游、水利等部门主体创建的同时，以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科普教育

基地、全民义务植树基地为载体，引导干部群众参加义务植树和绿色志愿者活动。另外要营造大湘西乡村旅游浓厚氛围。比如，

可以组织开展“创森万人接力签名” “绿色大湘西摄影大赛”等一系列创森宣传活动，在电视、报纸、网络等主流媒体开辟创

森专栏，营造“我为创森出彩，全民参与创建，成果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 

3.3优化生态扶贫，促进乡村旅游绿色发展 

我们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探索出集“绿色产业脱贫、生态文化旅游脱贫、生态补偿脱贫”为一体的大湘

西生态绿色经济扶贫新路子。一是发展绿色扶贫产业。立足产业扶贫目标，整合产业发展资金，引导建档立卡户参与发展柑橘、

猕猴桃、茶叶、烟叶、油茶、中药材、湘西黄牛、湘西黑猪、雪峰山蜜橘等农业特色产业。二是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扶贫产业。

充分发挥大湘西武陵山区、雪峰山脉等生态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各类林场、湿地公园（包括湿地保护区或小区）、自然保护区（或

小区）、森林公园等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健身、休闲、采摘、观光等多种形式的生态文化旅游业，打造了花垣十八洞、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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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巴拉、溆浦雪峰山等多个知名乡村文化旅游品牌。 

3.4提高核心竞争力 

充分挖掘当地的自然资源与民俗文化，把乡村旅游与民俗风情、自然生态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增设旅游者体验、参与的功

能场所，打造出满足旅游者能观赏、能体验、能休憩的特色产品。大湘西具有良好的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民俗风情。 

3.5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大湘西地区作为中国的老少边区，经济相对落后，一方面我们要适当地引进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我们更重要的

是要培养热爱乡村、扎根乡村的本土人才，通过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合作培养乡村旅游职业人才，通过政策扶持、专业对口

培养等方式培养当地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从而推动乡村旅游的良好发展。 

4 结语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是城乡人口互动与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乡村旅游，现代

和国际城市文化可以传播到农村，并和简单的乡村文化形成新的旅游文化。大湘西地区具备乡村旅游发展的良好潜力，我们应

该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抓住国内旅游发展的有利时机。以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民俗文化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基础，

实现农业、林业、茶业等与旅游业的产业融合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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