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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旅游标志与品牌形象设计 

——以宁海为例 

周蓓颖 周舟 章婷 宋瑜 吴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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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红鹰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摘 要】：近年来,随着乡村的快速发展,农村的旅游业也随之发展迅猛,乡村旅游业实现品牌化发展这一趋势

已成必然。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与不足。乡村旅游品牌化不再仅仅只是简单的标志与口号,只

有注重乡村自身的特色,才能获得长期有效发展。以宁海为例,阐述了乡村旅游业与乡村旅游标志及品牌形象设计的

联系,分析了宁海乡村旅游品牌形象树立中的问题,并依此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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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进步与发展,城市生活节奏加快,环境的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居民工作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

人们希望回归乡村,享受轻松、舒适、自然的乡村生活。乡村旅游业也因此逐渐发展起来,成为都市生活的一部分,但由于没有合

理地统筹规划,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状态日趋畸形。树立良好的乡村旅游标志与品牌形象,能够有效地突出地方特色。对于乡村旅

游文化发展,要做到统一规划、统筹安排。 

1 乡村旅游与乡村旅游标志及品牌形象设计 

乡村旅游是指将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依托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建筑、地方民俗文化等资源,既

有传统农家乐形式,也有集会议、旅游、疗养、度假为一体的大型度假新村等项目的新兴旅游方式。乡村旅游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旅游目的地为乡村地区,二是以城乡之间的差异性作为特色吸引游客,二者缺一不可。乡村旅游连结了城市和农村地区,促进

了社会文明发展成果和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共享以及二次分配,并为地区间发展差异和城乡差别的缩小、产业结构优化等做出了极

大的贡献,推动欠发达的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乡村旅游对于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

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品牌形象是指品牌在市场上、在社会公众心中所表现出的个性特征,是为了让消费者区分和辨别不同的产品。品牌形象与品

牌密不可分,形象是品牌的特征,反映了品牌的本质。品牌形象包括品名、包装、图案广告设计等。标志是品牌形象的核心部分,

是表明事物特征的识别符号。它以纯粹、明显、易识别的形象、图形或文字为语言,除表示什么,替代什么之外,还具有表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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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指令行动等作用。 

乡村旅游标志与品牌形象设计不仅是为了让游客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表现出乡村当地的个性与特色。同时树立品牌形

象,统筹规划,也让村民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不盲目跟风开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自觉维护乡村环境与设施。以宁海县胡陈乡为

例:胡陈乡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地处宁海东部山区,原是宁波市十六个欠发达乡镇之一。虽然胡陈乡境内自然资源丰富,生

态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 71%,但是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开发。近年来,胡陈乡依托特色农产品——胡陈水蜜桃,开展桃花节等

系列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在桃花节期间还举办了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乡土菜品厨艺大赛等促进了胡陈乡旅游业的发展。2010

年胡陈乡确立旅游形象标识并提出“美丽乡村人居福地桃花源里蔬果乡”作为宣传口号,初步树立旅游品牌形象。此后,胡陈乡

梅山村紧跟全乡发展步伐,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契机,贯彻“一村一景”、“一村一品”发展思路,打造“幸福梅山”,

将休闲旅游作为突破口,全面树立“村庄经营”理念,通过“租景入股+固定分红”将旅游资源有效整合,统筹布局新农村建设项

目。在村民的齐心建设下,整个村庄环境优美,村民安居乐业,“天蓝、地绿、水净”是梅山村最真实的写照。通过环境整治,梅

山村获得了省级卫生村、2018 最美村镇乡风文明奖等荣誉。目前,该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直接从事乡村旅游业,齐心协力逐步

树立起良好的旅游品牌形象,以旅游业推动村镇经济发展。 

2 宁海乡村旅游标志与品牌形象树立中的问题 

2.1缺少规划,品牌意识淡薄 

乡村旅游开发处在较低层次,开发时没有合理的统筹安排,经营者多为当地农民,品牌意识淡薄,盲目且过度开发及投资,从

而造成乡村品牌形象形式单一,乡村开发总体布局不完善,乡村发展不平衡。旅游业品牌形象的树立也需要长期大量的投入人力、

财力以及物力。 

以宁海梅花村为例:梅花村,地处天台山东麓,位于宁海县的西南区,在岔路区岔路村以南,白溪在村前回流,属丘陵平原,是

青梅产地之一。梅花村作为革命历史红村,以“梅花村会议”遗址和“梅花精神”为立足点,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业。最初,梅花村

大力发展经济,没有限制的大面积砍伐梅树,过度开垦耕田,使得原本良好的乡土特色和自然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村内“梅花村

会议”遗址也也因年久失修,外表破败。近几年,梅花村建设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树立“江南红村,浙里梅花”的旅游

口号,并在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梅花村会议旧址重新进行了翻修,对村里的环境进行了大力整治,积极开展了垃圾分类和集中

处理工作。同时,村里还计划将原先的 4hm2梅园土地重新从村民手里租回,种上梅树,打造山水田园休闲旅游区。会议旧址翻新后,

将建成一个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红色旅游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区。另外,村里还将建设集乡村生活区、集市、农家乐、

精品民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服务区。虽然梅花村旅游业已逐步走上正轨,但缺少旅游标志,品牌形象模糊等问题还需逐渐克服。 

2.2乡村基础建设落后,服务质量较弱 

乡村旅游不仅要有美丽的乡村景观和民风民俗,还应有便捷的交通和良好的服务。宁海大多数地区虽有旅游资源,但因为基

础设施不足,接待游客能力弱没有统筹规划而发展滞后。经营者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久发展,一些道路标志和停车场配备不完善,

住宿环境和卫生情况差。乡村旅游从业者大多为当地村民,缺少有效、系统的培训,服务意识差。 

3 宁海乡村旅游标志与品牌形象建设对策 

确立乡村旅游标志,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也是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重点。 

3.1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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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标志及品牌形象需要满足两点:一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二是要有特色,让消费者印象深刻。确立乡村旅游标志及品

牌形象要考虑当地的地方特色资源,将品牌形象与当地特色有效结合。 

以宁海前童为例:前童镇,始建于南宋绍定六年,地处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南,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地理环境独

特的江南古镇,先后被命名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和浙江省旅游城镇。前童的旅游形象标志以前童古建筑为设计主体,配以中国

传统书法笔触,构成汉字“童”;以红灯笼为轮廓,构成汉字“前”。前童按“回”字九宫八卦式布局。童姓祖先按照八卦原理,

把白溪水引进村庄,潺潺溪水挨户环流,人人可在溪水中洗菜净衣,家家连流水小桥,户户通卵石坦途。“童”字的下半部分就体

现了前童小桥流水,耕读传家的特色。 

3.2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 

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要有鲜明的品牌名称及标志,提高旅游品牌知名度。名称设计简洁明快,标志生动形象,便于识别。以宁

海胡陈乡为例:胡陈乡主要以果蔬种植为主,村内存有古桥——戊己桥。戊己桥,始建于清道光戊申年(1848 年),竣于己酉(1849)

取其干支首字,称戊己桥。因该桥为 48 孔,俗称 48 洞桥。日本桥梁专家称它为中国最长的柱脚式石桥。现为宁波市十大名桥之

一。胡陈乡旅游标志以树叶为整体轮廓,绿色叶面为青山,叶脉是戊己桥,右下角印章为“梦里果乡”。标志整体以绿色、棕色为

主,体现出胡陈乡绿色、清新、自然的特色。 

3.3打造个性化形象 

乡村旅游不应局限在乡野风观,节庆活动、农事劳作等人文资源也值得开发,并且品牌形象设计应该更多的参考人文资源。

宁海地区乡村节庆活动丰富,如前童“行会”、豆腐节,胡陈桃花节、水蜜桃节、高塘农耕文化节、湖头葛洪文化节等。但这些

节庆活动缺乏统一管理,品牌推广面狭隘,仅局限在周边地区。 

3.4加强品牌管理和推广 

乡村旅游品牌确立后,仍需开展长期性的品牌管理。提高和完善乡村旅游品牌,提升从业人员服务素质和意识。品牌推广要

多样化,依托网络与新媒体行业,拓宽宣传渠道,为旅游品牌注入更多活力。 

4 结语 

宁海乡村旅游业总体发展水平良好。但乡村旅游标志较少,大多为体现乡村特色的宣传口号,品牌意识薄弱,品牌形象单一。

许多乡村在开发时缺少科学规划,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为提高乡村旅游业的竞争力,有关部门必须重视乡村旅游标志及品

牌形象设计,要突出乡村当地特色,与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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