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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新义村休闲旅游发展研究 

张倩 查爱苹 

乡村旅游业是近年来顺应城乡居民消费新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农村新型产业,特别是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旅游业

发展势头尤为强劲｡乡村休闲旅游业带动了特色农业的发展和农村传统文化传承､城市文明传播､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上海郊区乡

村旅游供需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快乡村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促进上海都市现代农业转型､农民增收和农村增美具有重要

意义｡ 

一､新义村简介 

新义村位于上海西南门户,隶属全国首批特色小镇､“新沪上八景之一”的柄经古镇,村区域面积 4.34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500亩,下设 20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689户,总人口 2400人｡村有党员 96名,分 5个党小组｡2016年村集体可支配收入 300万元｡

新义村先后荣获过 2015年农业部颁发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2016年上海市美好家园示范村”等称号｡ 

新义村气候宜人,景观优美,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合多种作物生长｡新义村现有种植项目包括:黄桃､草莓､葡萄､

西瓜､甜瓜､梨､火龙果､芝麻､芦笋等｡现有大小承包户 31 家,其中 17 家已经成立果蔬合作社｡每年各个合作社根据季度开展农业

旅游活动:第一季度为果蔬采摘(草莓),第二季度为赏花(桃花､梨花､油菜花),第三季度果蔬采摘(甜瓜､梨､火龙果､葡萄､黄桃)､

赏花(芝麻花),第四季度为双环十景游｡ 

2017 年,在巩固“十个一”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新义村将拉开十五大工程建设的序幕,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旅则旅,形成

“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业”的格局,形成富有新义特色的色块农业旅游,集休闲､养生､观光体验于一体｡农民生活明显改

善､村容村貌明显改观､政治文化生活和谐稳定,全村呈现出一派经济超前发展,社会和谐稳步的新气象｡ 

二､新义村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模式分析 

(一)优势分析 

优质的自然资源｡乡村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农业资源充裕,果蔬种植产业成熟,造就了乡村旅游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乡村

旅游提供了优秀的自然资源优势｡ 

乡村文化资源底蕴浓厚｡新义村村内有一间老年活动室,是莲锡庵旧址,距今有 460 余年历史,村老年活动室内有一棵属市级

保护景点的古银杏树｡2017 年新义村以“中国故事村”为建设主轴,新建老年活动室,原老年活动室作为“中国故事村”基地,挖

掘文化底蕴,提升“根在文化”水平｡ 

客源优势｡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城市人口也在逐年增多｡而城市人口是乡村旅游的主力军,在增多的同时也给乡村旅游加

大了客源｡随着工作节奏加快,旅游意识增强,久居城市的人们开始把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看待,但休假时间有限,长线出游

受到限制,而城郊以其距离城市中心近､交通方便,同时保留有乡村､田园风光的优势,较适合都市居民的短期休假｡ 

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处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上海是长三角经济圈的龙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突出｡依托

楓泾古镇 4A 级景区的旅游资源,为新义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支持｡具备突出的区位优势,城市未来空间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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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因此兼有城区和近郊两种资源优势｡ 

(二)劣势分析 

旅游开发规模小,设施不够完善｡新义村目前开发程度欠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服务体系有待健全,旅游开发规

模尚未成型,基础设施亟需提升｡ 

旅游资源利用率低｡新义村的一些优势资源尚未被合理开发,尚未转化为产业的竞争能力和直接产出,现有的旅游资源多处

于荒废的状态｡当前旅游住宿和餐饮等接待设施难以满足日后旅游发展的需求｡ 

活动内容形式过于单一,文化内涵挖掘也不够｡新义村内真正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及农业旅游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

用｡新义村紧靠＂新沪上八景之一”的枫泾古镇旅游区,可以开展枫泾寻画的文化旅游活动,但形式过于单一,旅游吸引力不强｡ 

旅游人才匮乏,管理不力｡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服务者多为新义村的当地农户,总体受教育水平不高,村内农民服务素质不高,

缺乏科学有序管理,乡村旅游业专业人才､实用人才严重匮乏。 

营销意识淡薄,缺乏知名度｡新义村的乡村旅游品牌效应尚未形成,互联网营销主要依靠微信公众号自媒体进行宣传,但主动

宣传､推广意识和促销意识不强,未能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推广技术推广乡村旅游的产品,在携程､大众点评等网络营销平台上无法

有效的找到相关旅游产品,营销手段单一,知名度不高｡ 

(三)机会分析 

政府相关政策倾斜｡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

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上海市民回归自然､去郊区进行乡村旅游的需求日益旺盛｡而上海郊区的

乡村旅游供给却难以满足,以至于江浙一带,尤其是浙江,每逢节假日,几乎到处都是上海人｡在经济推动上,2015 年上海乡村旅游

接待市区游客 199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95亿元,吸纳就业 2.5万人｡ 

政府机构的高度重视｡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全面推进上海乡村振兴工作｡市委书记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着眼大局､带着感情､立

足优势抓好乡村振兴,强化规划引领､彰显品牌特色､优化人居环境､突出富民为本,用改革的办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努

力开创上海“三农”工作新局面｡ 

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亲子农业旅游更注重孩子的农村体验,增加孩子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家庭更注重增加

孩子乡村体验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乡村旅游拓展式教育活动,从而扩大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 

老龄化人口增多｡上海老龄人口趋多,部分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老人愿意移居到上海周边,环境较好的郊区养老｡ 

城市旅游者旅游观念的改变｡传统城市旅游以及传统名山名水旅游对市民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而乡村旅游能够在大多数市民

经济承受范围内,又能满足人们回归大自然的需求｡ 

消费能力提升｡居民的收入增长,消费模式有一定的转变,刺激旅游需求增加,旅游消费市场巨大｡ 

三､新义村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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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义村原有的乡土资源､乡村文化､乡村设施上再进行深度的开发,挖掘乡村休闲旅游的创新点,为新义村的乡村振兴目标

增加一笔亮丽的色彩｡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构思着手对新义村乡村旅游模式进行设计,总体是将新义村乡村旅游打造成“农场庄园

型模式”｡“农场庄园型模式”以农村田园生态环境和各种农事活动为凭借和吸引物,“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千农家活､摘农家

果､做农家事”,将农村生态和农事风情､旅游与休闲相结合,以满足城市居民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从而实现乡村传统发展的转变,

使得城市居民没体验过的农村生活得以在新义村实现,增添城市居民的乡村生活体验｡ 

(一)打造新义村绿色农作物画田观光区新景观 

在新义村内选择一块面积稍大的农作物种植地,在农作物生长周期､自身颜色､形状造型等方面的基础上,设计出不同季节的

农作物画面景观并种植出绿色农作物画,合理选址建设最佳景观观光点或观光塔,吸引游客以及摄影爱好者前来参观游览｡同时

借助热气球､空中缆车等游乐设施,开发空中动态游览线路｡ 

(二)在新义村内打造体验式拓展游 

新义村内开发团建､亲子家庭游的拓展旅游线路｡整个旅游线路主要以亲近自然､享受乡村生活为主,旅游线路中穿插设计小

游戏,以村内种植的农作物为活动道具进行小游戏环节,比如团队成员齐心将散乱的稻草搓成长绳,限时定量完成剥玉米粒的任

务,限时定量完成在磨盘上靠人力将黄豆磨成黄豆面等小项目｡在这个乡村生活体验式的拓展游中,将游客真正带入到乡村生活

的真实情景中,在完成游戏的过程中增加团队的协作能力,在此过程中还能转变乡村农作物的销售模式,实现乡村传统发展的转

变,从“农民种瓜只卖瓜”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转变为“农民种瓜不卖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新义村的农产品销售量｡ 

(三)深挖新义村自身乡村文化特色,注入文化创新系列内容 

促进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应遵循生态规律及当地的文化习俗,重视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从而增

加居民对当地文化的自豪感,使当地居民认识文化景观和文化传统的价值,让民间手工艺､音乐､戏剧､舞蹈､饮食等各种文化都在

旅游过程中得到保护并发扬光大｡同时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更深刻的意义｡ 

四､新义村休闲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一)保护乡村传统文化,突出其自身特色 

在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过程中,要通过合理地利用当地政府的力量来制定法规保护当地文化和地域特色｡同时,还要及时有

效地利用政府相关部门的宣传力量,使得旅游者能够感受到当地文化的精髓,更加尊重当地乡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使得当地的

居民更加具有自尊､自信｡ 

(二)实现产品差异化,创造旅游品牌 

农村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路线设计方面,要走出模仿复制的老路,学会走精品化､差异化路线,创造属于乡村地区的个

性品牌｡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对自身的优势景点进行深入的挖掘,提高单线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还要加大对旅游景点

品牌的建设力度,创造优秀的乡村旅游品牌｡旅游经济的发展需要集中,旅游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影响着旅游地的流行程度,应该注

重塑造旅游品牌｡ 

(三)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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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府部门统筹发展,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批拨扶贫资金,这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有利于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和

迅速发展｡第二,引入外资,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注入新鲜“血液”,拉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第三,鼓励村民出资合股联营,以主人

翁的态度投入乡村旅游开发工作中,这有助于增强村民的责任感｡通过整体规划的指导,充分利用有限资金完善旅游设施｡ 

(四)定位准确,因地制宜,打造符合自己的文化和体验环节 

全民创业,把所有人的利益都绑到一个产业链上,形成餐饮､住宿规模,同时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把优势项目进行股份化管理,

带动村民共同致富｡通过旅游,带动传统农业生产,提髙农特产品议价能力｡ 

总之,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必须结合乡村农业资源优势,在开发中要注重保护乡村原有文化及生态环境,带动村民不断提升

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打造精品乡村旅游,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地开发旅游发展模式｡ 

(作者单位:上海商学院旅游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