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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武汉农村旅游电商的发展路径探析 

——以新青年下乡为契机 

鲁亚玲 刘珍 陈金萍
1
 

(武汉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接收信息了解外界的途径逐渐丰富起来,“新媒体”这个名词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大环境下的旅游电子商务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对于一、二线城市

成熟的互联网环节,在广阔的农村市场,旅游电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以武汉市“新青年下乡”活动的开

展为契机,本文主要探析基于新媒体背景下武汉农村旅游电商的发展路径,探讨在“新青年下乡”活动中青年大学

生如何巧借新媒体来促进农村旅游电商的发展,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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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背景下农村旅游电商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1.1新媒体的发展现状 

新媒体技术主要应用于信息发布系统,新媒体的传播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新媒体具有交互性

与即时性,海量性和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的特征。 

随着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为终端的移动互联网爆发式增长,新媒体的被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紧密联

系最直接的体现在社交媒体上。社交媒体是新媒体中最为活跃且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2018年腾讯 QQ的月活跃用户量达 7.83亿,

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数两突破 10亿,25%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 30次,55.2%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 10次。2019年

微信月活跃用户为 11.51亿。 

1.2农村旅游电商发展过程中新媒体的运用 

农村旅游电商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商务体系,它为农村旅游业提供了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展示及宣传平台。 

目前,农村旅游业的宣传停留在主要利用传统媒体的阶段,如利用电视地方台的广告宣传,其缺点是,宣传范围有限,宣传效

果不佳。其次就是利用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宣传,但是由于农村的封闭性,大多数村民的好友数量有限,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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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文章质量不高,起不到良好的效果。 

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1.3新媒体环境下农村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 

新的机遇伴随着新媒体的兴起逐渐被旅游业发现。发展旅游电商、坚持本土化培养的任务随着中国农村年轻人的外出而变

得困难起来。在新媒体环境下,农村旅游电商的发展会便利起来:首先,旅游业商家会利用手机软件和电脑网页进行景点宣传,而

后,商家在景点网页上介绍网上购票流程,最大程度的吸引游客。 

除了手机软件和电脑网页等传播信息的方式外,社交媒体将会成为农村旅游电商发展的一大助力。因为成本低、操作简单、

影响力大,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布景点信息的方式会逐渐被农村旅游业市场接受,农村旅游景点也会随着社交媒体的大面积普及逐

渐被人们发现。 

新媒体在未来的农村旅游市场中会越来越被需要,最终成长为密不可分的形态。 

2 武汉农村旅游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准确的反映武汉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本人多次参与学校组织的“新青年下乡活动”,并有效利用活动契

机,进行实地考察。针对我们学校的对接村——武汉市蔡甸区罗汉村、渔樵村、老世陈村、天星村,新洲区陶岗村、高陈村、周

铺村、凉亭村、蔡漖村、林埠村等多村村民做了大量的调查问卷,最终总结出武汉农村旅游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村民互联网意识薄弱 

村民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感知模糊,不能很深刻的理解“互联网+”带来的影响。 

大多数村民知道国家的经济在飞速发展,村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但是“电脑联网”没有带给他们很大的启发,对电脑

的认知水平处于“年轻人的工具”状态,村民并不认为“互联网”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调查问卷数据分析显示,76.19%

的村民仅仅通过电视定时播放的新闻来获取时代的动态,说明互联网在农村并未被广泛利用,大部分村民对电子商务的认知也仅

仅停留在“利用手机或者电脑完成的购物活动”。 

智能手机是移动互联网的重要代表,而 42.86%的村民只是在空闲时间使用智能手机,还有 25.81%的村民只在必要时使用手机,

这意味着大半的村民仅仅把智能手机作为联系工具使用,并没有发挥出手机更大的价值。在信息充裕的时代,村民的互联网意识

薄弱,是导致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村民的“互联网”启蒙教育有待加强。 

2.2村民的对电子商务的信任度不高 

在对武汉农村对电子商务的信任度调查中,有 51.61%的村民抱着不信任电子商务的态度,20.23%的村民抱着中立的态度。难

以理解电子商务的操作原理,不信任电子交易平台是村民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弱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也是阻碍武汉农村旅游电子

商务发展的问题之一。旅游电子商务,顾名思义,就是“旅游业+电子商务”,想要发展农村旅游电商首要的就是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提高村民对电子商务的信任度。 

值得注意的是,85.71%的村民对他们在生活中接触到的非传统媒体传播的新闻持中立态度,剩下的 14.29%则是信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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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村民在被动地接收到需要自我判断的信息后会保留自己的想法。这间接体现出了村民对传统媒体(如电视传播新闻)的

信任,对非传统媒体运作方式感到困惑。 

2.3村民缺乏专业的电子商务知识 

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52.38%的村民认为目前发展本地旅游电商最大的阻碍是缺乏电商的相关知识,其次 33.33%的村民认为

农村旅游电商发展过程中最缺乏的是电商类人才。知识和人才的缺乏暗示着农村“旅游+电商”模式发展的止步不前。没有知识

和领导者也就不会有高效的电商活动,同时也难建立起完整的旅游电商体系。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生活中充满各种各样的信息。对于村民来说,报纸、广播、电视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而他

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也是被动接收,他们难以选择信息和新闻,在信息四面八方涌来的时代,村民只能置身“信息”外,这是使得农

村缺乏电商类的知识、阻碍农村旅游电商的发展的重要原因。 

2.4村民对新生事物接受程度低 

武汉市蔡甸区罗汉村、渔樵村,新洲区陶岗村、高陈村、周铺村、凉亭村、蔡教村的常驻村民 70.12%是老人。年轻人的外出

削弱了农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老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对待事情的态度更为谨慎,他们接纳新事物、尝试新贸易方式的能力受

到他们生活经历和成长环境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浏览过旅游电商平台(携程旅游网、马蜂窝旅游网)的村民占 42.86%,但是只有极少数的村民体验过这些平台

的服务,有 28.57%的村民尝试过通过互联网宣传本地旅游业带来的衍生产业——农产品销售,只有 23.81%的村民尝试过通过报

纸、户外广告宣传自己的农产品,也只有 38.1%的村民愿意尝试利用 QQ、微信等社交软件发布本地旅游景点信息,以此带动农产

品销售。 

3 借助新媒体开展农村旅游电商的策略 

3.1利用新媒体的知识传播功能,提升村民旅游电商专业知识 

将“新媒体”引进农村,传播“电子商务”知识,在农村旅游业中加入电子商务元素,利用农村旅游业发展带动农产品上行。 

3.1.1利用“新青年下乡”活动,为村民建立专门的微信公众号 

为了让村民在众多的资源中准确获取相关的知识,“新青年下乡”活动中的对接学校可以建立起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帮助村

民筛选信息,设立专门部门定时推送简单易懂的与电商知识有关的文章,青年大学生利用“新青年下乡”活动进入农村,使村民

了解互联网的功能,潜移默化的影响村民,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帮助村民建立起互联网意识,同时让村民使用手机关注微信公众

号查看其中的推文获取相关的信息。 

3.1.2借助“新青年下乡”活动,定期做电子商务讲座 

大学生下乡定期为村民做电子商务讲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改变村民的思想是帮助农村脱贫致富的第一步。对接学校

提供多媒体设施,在村委会进行宣讲,适当的在网上查找相关新闻、视频,让村民更直观的了解电子商务。为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

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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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利用新媒体的广告宣传功能,扩大农村旅游业的知名度 

3.2.1借助“新青年下乡”活动,帮助村民与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合作 

农村旅游景点分散,著名景点数量少,主要是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朴素的生活习惯吸引城市游客,这就需要农村旅游业把握

好宣传重点,与大众知晓的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合作。与此同时发展旅社业务,形成一个完整的旅游服务产业链。“新青年下乡”

活动在此环节中起到“中介”作用,为农村旅游产业提供旅游电商平台信息,促成双方的合作。 

3.2.2帮助村民利用新媒体推广旅游景点 

有景点也要有游客,目前武汉农村景点门票的销售途径只有在当地售票处直接购买,消费者群体单一,这是导致农村景点鲜

为人知重要原因。 

除了促成村民与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合作以外,对应专业的大学生还可以为村民的旅游景点建立独立网页、微信公众号,推广

旅游景点让更多的人看到武汉各村的特色。村民也可以充分利用村子里外出打工年轻人手里的人脉资源,转载宣传文章增加文章

的浏览量达到宣传的效果。 

3.3利用新媒体的社交功能,提高农村旅游景点的宣传力度 

由于对互联网的不了解,村民的日常生活简单而单调,耕作和休息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而大学生下乡对村民来说

无疑是一种知识资源,大学生可以使他们了解互联网,使他们充分利用手机使用社交软件,推动他们简单的利用社交媒体发布旅

游景点的信息。 

乡村里的年轻人外出不会只给乡村带来负面影响,年轻的村民出门在外可以增加手机联系人的数量,通过社交媒体扩大客户

的规模,同时扩大了本村的社交圈。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景点信息做到一对一介绍推广家乡景点,可以实现“参观者介绍参观者,参

观者带来参观者”的模式从而提高武汉农村旅游业的知名度。 

当村民有了利用“互联网+”摆脱贫困的意识,就会利用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旅游电商,在新媒体背景下农村旅游电商的发展

会得到推动,旅游业的盛兴带动相关农产品销售,从而做到农产品上行,达到精准扶贫的目标。 

4 总结 

目前,新媒体的存在使人们生活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氛围里,旅游电子商务将会蓬勃发展。电商扶贫会不断演化升级,在脱贫

攻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武汉市开展新青年下乡活动旨在让青年大学生深入农村、了解农村,为“精准扶贫”的开展贡献一分

力量。武汉传统农民数量庞大,改变难度也大,让他们接受新媒体环境下的电子商务是一个庞大的教育工程。受观念、文化水平

等限制,传统农民向新兴职业农民改变需要长期的教育和影响,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有责任去影响去改变传统村民,在改变村民

的方式上应充分利用新时代的产物——新媒体,发挥新媒体积极向上的力量使武汉农村旅游电商的发展更进一步,让“精准扶

贫”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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