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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以安徽省岳西县为例 

马颖杰1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乡村旅游作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努力实现美好安徽的发

展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对岳西县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作出研究之后，从雷柏尔旅游系统模型中旅游目的地系

统、旅游通道系统和旅游支持系统这三个角度分析了当前岳西县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挖掘

文化元素、完善基础设施、坚持科技创新发展、构建漫游体系、丰富营销手段、培养人才和组建专业服务队伍、坚

持全方位开放以及加强政策保障的发展对策，以期为促进新形势下岳西县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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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乡村旅游开端于 20 世纪 70年代，发展至今已有了 40多年的历程，乡村旅游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在全国各地，乡村

旅游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这不仅得益于由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所带来的旅游需求的多样化，也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提

出的背景下，对提升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的需求。发展乡村旅游是解决我国当前乡村问题的新思路、新途径，发展乡村旅游不

仅衍生出了一系列在农民收入、工作机会、乡村治理、乡村环境等方面上的旅游产业效应，更是对乡村发展新维度的探索，从

而达到振兴乡村的目的。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氛围十分浓郁，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导致在

一些偏远乡村的旅游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安徽省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有特色丰富的乡村旅游发展资源，但其乡村旅

游的发展并没有走在前列，根据雷柏尔旅游系统模型(见图 1)来研究岳西县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突破岳西县乡村

旅游发展瓶颈，为岳西县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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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柏尔旅游系统模型在乡村旅游中的运用主要描述为从这旅游目的地、旅游通道和旅游支持这三个系统中所包含的具体要

素去分析乡村旅游的发展。这三个系统贯穿于旅游活动的始终，完善安徽省岳西县乡村旅游的这三个系统是提升其乡村旅游发

展的重要手段。 

1 岳西县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岳西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具有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多样的人文景观，属红色革命老区，红色文化鲜明，具备乡村旅游

发展的基本条件。2016 年，岳西县地方生产总值（GDP）82.6204 亿元，其中旅游综合收入 59.2 亿元，2016 年，岳西县共接待

游客 940万人次，比 2015年增长 15%。 

1.1发展思路与时俱进 

在“十二五”期间，岳西县初步形成了面向周边大中型城市和长三角地区的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养生及红色文化旅

游基地。在此基础上，岳西县旅游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将岳西县打造为旅游经济强县。近几年的发展，使得岳西县以自然景

观和红色景观为特色的乡村旅游越来越受到周边各省市旅游者的喜爱。 

1.2全产深度结合 

高渗透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途经。岳西县的产旅融合之路刚刚起步，初见成效。其主要是围绕岳西

县六大要素产业、六大相关产业，通过“旅游+”和“+旅游”理念，将旅游业与农业相结合，对各个乡镇的农业资源分布和农

业种植特点进行总结和归纳，并提出了茶叶观光园、水果采摘园、时令蔬菜采购等休闲旅游产品。创新发展乡村精品民宿、红

色文化基地、健康禅养小镇等旅游的新产品、新模式，促进岳西县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延伸。 

1.3运营与管理齐头并进 

旅游服务和旅游管理的提升对于延长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具有重大作用，岳西县专门开展针对重点节假日和 4A景区为重点

的旅游综合执法工作。在多重努力下，岳西县旅游安全工作连年获得表彰，连续三年无重大旅游投诉和安全事故发生。 

1.4全民共建共享 

当前岳西县全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氛围十分火热，岳西县通过“旅游+农业”的新兴发展模式，采用“企业+基地+农户”

的经营模式，鼓励引导乡村农户积极参加各种乡村旅游业态与农业相结合，解决乡村居民就业问题，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岳西县乡村旅游存在的不足 

2.1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角度 

2.1.1旅游特色不突出。目前，岳西县还是主要以自然景观为依托的观光型旅游产品，以明堂山、秒道山、司空山为代表的

山区景观，和以天仙河和鹞落坪为代表的水域景观。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旅游产品开发不够，同质化严重；二是较依赖季节和

气候，供应稳定性较低。对于以山水景观为主的观光型旅游来讲，岳西县的游客流量主要集中在春季和秋季，其他时期旅游产

品的吸引力较低。 

2.1.2基础配套设施落后。岳西县的乡村环境有待整治，由于县内小水电供电设施的滞后，造成供电不稳定、部分景区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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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短缺、部分景区的通信信号不稳定或盲区。同时，乡村水系河道、农村垃圾、村容村貌等方面急需有效整治。 

2.1.3景区智慧化、集约化程度低。岳西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县域内整体的智慧化程度较低，对于人工智能、互联网、

大数据等科技创新技术的运用较少，景区尚未实现 Wi-Fi的全覆盖，缺乏旅游业智慧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2.2从旅游通道系统的角度 

2.2.1旅游交通不畅通。由于岳西地处大山之中，交通条件仍然是制约岳西县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

是区内交通不通畅，首先，由于岳西县大多数景点都分布在大别山腹地，道路主要是绕山而行，道路曲折，这就大大地延长了

“行旅比”；其次，在旅游高峰期间，道路路线的单一和道路的狭窄导致交通状况极为不佳，交通拥堵极为严重。 

2.2.2旅游信息获得程度较低。旅游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推动游客从旅游客源地流向旅游目的地。岳西县虽然推出了“三生福

地，净土岳西”主题旅游形象，但是其营销乡村旅游品牌的手段还较为传统，主要是以“交通广播、公交车身、出租车身”等

传统推广方式为主，对于吸引年轻人这个主要的消费群体来说，其营销方式较为落后，无法达到预想效果。 

2.3从旅游支持系统的角度 

2.3.1专业人才匮乏。由于地理位置和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岳西县对于旅游专业人才向乡村流动的吸引力较低，对于当地旅

游服务人员专业的旅游教育和培训也极其缺乏，这也是阻碍岳西县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因素之一。 

2.3.2投资不足。对于岳西县的乡村旅游发展投资来说，投资主体单一，市场参与度低，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存在政府热而

企业冷的投资现状。 

2.3.3政策保障薄弱。根据岳西县当前的旅游发展状况，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制定相关政策来保障乡村旅游的发

展。岳西县当前缺乏有效的人才引进、企业投资、旅游发展资金融资等政策促进乡村旅游的开发，以及涉及到农村土地、住宅、

非物质性文化财产产权的保护等相关政策来维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 岳西县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3.1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角度 

3.1.1挖掘文化元素。作为红色革命老区，岳西县不仅有鲜明的红色文化，还有深厚的中华禅宗文化底蕴，通过依托自身文

化资源，丰富岳西县发展乡村旅游产品的内涵。汲取国内外著名人文景观的发展经验，比如浙江省普陀山的佛教文化旅游、江

西省井冈山的红色文化旅游等等，结合岳西县的实际情况，推出“红色研学之旅”、“禅宗文化节”、“中华禅源文化交流论坛”

等乡村旅游新产品。立足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根据不同季节设计不同的旅游路线，鼓励自驾游、自助游、徒步游等新旅游形

式，最终实现旅游产品的多元整合。 

3.1.2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筑好乡村旅游的生态本底，做好乡村生态环境的根本治理，健全乡村垃圾的收集处理体系，完善

污水处理系统，区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将直接影响到游客的旅游体验。 

3.1.3坚持科技创新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智能旅游，促进景区和商业区的智慧化；实现重要区域 WI-FI、移动支付全覆盖；

建设集咨询、展示、预订、交易于一体的智慧旅游乡村服务平台，实现岳西县乡村旅游的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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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从旅游通道系统的角度 

3.2.1构建漫游体系。结合“村村通”工程，推动岳西县内旅游畅通工程的实施，加快构建县内旅游客车、市区公交、出租

车等各种交通方式相互衔接、零换乘的综合性运输体系，提升景区内和乡村道路的建设水平；增加高速公路进出口的数量，减

少从高速公路到景区路程的时间，缩小“行旅比”。规划景观长廊，减少游客在乘车期间无趣时间的消耗；设置休息购物区，提

高自驾游、自助游乘客在通往景区道路上的旅游服务质量。 

3.2.2 丰富营销手段。设计岳西县乡村旅游特定 LOGO 将其运用在当地的旅游商铺、商品、乡村农家乐、精品民宿等各种乡

村旅游产品上来，提高自身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加强与旅游界有权威的专家、学者、旅游

爱好者的合作，借力推进岳西县乡村旅游发展。 

3.3从旅游支持系统的角度 

3.3.1加快人才培养、组建专业服务队伍。政府应当探索、制定专业人才向乡村流动的政策、专业人才进乡补贴机制、旅游

服务者培训机制等。探索通过政育购买服务等方式对本地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定期开展服务技能、市场营销等培训。要培养一批

懂农业、懂旅游、懂管理的专业人才，以及产品研发和运营专业团队，不断进行产品研发、服务升级。 

3.3.2坚持全方位开放。统筹省内省外、国内国际多个市场，形成对内对外旅游全面开放新格局，放宽旅游市场准入来吸引

更雄厚的社会资本入注岳西县乡村旅游的发展，解决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以及引入最好的实践经验和有效的竞争元素，来缩

小与旅游发展强区的差距。 

3.3.3加强政策保障。政府制定产业扶植政策，营造乡村旅游发展氛围；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来保障其专业旅游服务管理人员

的引进，建立协调管理试点，协调各个利益攸关方的切身利益；构建生态、文化保护责任政策，解决乡村旅游开发建设中出现

的各种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文化遗产和发展等方面的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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