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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休闲度假时

代来临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正由最初简单的“农家乐”模式，逐渐向休闲多元化模式转型升级。南通作为全省乡

村旅游发展较早、产品和市场成长比较成熟的地区之一，在全省的旅游强市建设和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进程中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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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再

次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走进农村放松休闲已逐步成为一种时尚，乡村旅游正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具生

机和活力的“朝阳产业”。 

1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把传统农业中的农业生产

活动、田园自然风光、乡土民俗文化与现代旅游度假、休闲娱乐相结合，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及学习等的一种新

兴的旅游方式。它以农业为基础，以生态为依据，以旅游为目的，以服务为手段，以城市居民为目标，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相结合的新型产业。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大力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告用“20 个字”系统概

括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总要求，并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释放了一个信号，

就是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旅游资源要素配置不断向“三农”倾斜，通过城乡融合、农旅融合，补短板、强弱项，能够为

新时代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新贡献。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通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研究课题“乡村振兴视域下南通乡村旅游发展研究”（编号：N03）；2019 年度南

通市社科基金项目“南通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研究”（编号：2019CNT029）。 

作者简介：刘建琴（1982—）， 女，江苏南通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科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2 

1.1产业兴旺是前提 

发展乡村旅游恰好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繁荣的重要途径。只有产业的蓬勃发展才能带来农村经济的繁荣。而发展乡村旅游

恰好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繁荣的重要途径。 

1.2生态宜居是基础 

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通过科学规划和有效治理，让农村环境更加优美，空

气更加新鲜，水源更加洁净，吃得更加放心、安全。留下一个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的乡村，才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才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3乡风文明是保障 

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有效治理农村脏乱差的环境，实现村容整洁，为群众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通过发展乡村旅

游还可以让农村的“千镇一面”“千村一面”“空心化”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1.4治理有效是根本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促进当地人民群众就地勤劳致富，有助于形成井然有序的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助于解决因为外

出打工而导致的留守儿童教育、留守夫妻交流、留守老人养老等深层次社会问题，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拥有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5生活富裕是目的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居民迈向生活富裕、富足打下了坚实基础。发展乡村旅游本身也是进一步提升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的一种重要路子。归根结底一句话：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 

2 南通市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况 

南通市乡村旅游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步以来，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产业规模逐步壮大，产业要素逐步集聚，产业品质逐

步提升，成为促进南通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叠石桥、白蒲等地依托特色工业和经典产业，设计了集游客观赏、参与、

购买、休闲、体验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旅游产品；海安中洋集团、如皋顾庄等依托特色农业形成农业观光园区；栟茶、余东、

余西、唐闸等古镇保护和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南通市旅游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底，南通市已拥有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2 个、示范点 3 个，全国特色景观旅游民镇（村）4 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2 个、省级乡村旅游点 54

家（其中四星级 17 家），还有近 250 家的特色各异、业态丰富的田园农庄、观光农场、养生度假区、农家乐、休闲农庄、采摘

篱园等。截至 2016年末，南通市拥有乡村旅游经营农户达 3470户，乡村旅游从业人员 3.26万人。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村居民人

均年收入达 22546元，增长 13.6%。乡村旅游经济富民增收效益明显，有效带动了农村就业和农村生态环境改善。 

3 南通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南通乡村旅游的发展虽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南通乡村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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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旅游产品开发形式单一，特色不够鲜明 

调查发现，南通乡村旅游开发形式较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主要依托的旅游主题生态农业占 73.8%，休

闲度假占 33.3%，景区观光占 31.0%，特色美食占 21.4%，而作为朝阳产业的养生养老发展带动并不明显，仅占 9.5%。由此，乡

村旅游的主营业务也多停留在餐饮、果蔬种植采摘、花卉苗木观赏等较低层面，旅游季节性强，淡旺季明显。 

3.2景区布局分散，整体规模不大 

从本次走访和相关部门资料分析，南通乡村旅游发展规模较小，在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上，个人占比近五成，达 42.9%；在

经营时间上，以“1—5年”为主，占 69.0%，“5—10年”的占 14.3%，“1年以下”的占 11.9%，仅有 4.8%的经营户经营了“10

年以上”。调查发现，虽然也有规模化、企业化经营的休闲园区建设，但与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 

3.3配套设施不齐全，卫生条件待改善 

目前南通的乡村旅游景点多数公共配套设施还不健全，部分乡村旅游点在道路标识牌上未显示，交通可达性弱，停车场配

备不足，客流量大时车辆停在路边，影响交通。其次，调查问卷也显示乡村旅游景点内的环境卫生状况不容乐观，乡村旅游经

营者看重眼前利益，没有考虑如何将乡村旅游持续地发展下去。 

3.4产品定位缺乏创新，开发深度不够 

调研发现，44.3%的游客认为乡土味还有待增强，43.2%的游客认为活动内容缺乏新意。南通乡村旅游项目虽然将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进行了有效组合，但开发产品主要集中在观光旅游方面，度假型、商务型、文化型、康养型、创意型乡村游产品相

对较少，同类型旅游产品普遍存在重复开发的问题，旅游产品在特色、创新和深度开发等方面做得不够，甚至在不少旅游业内

人士心目中，乡村旅游直接与农家乐画等号，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乡村旅游是高端旅游的代表不相符。 

3.5景区服务水平欠佳，服务意识有待提高 

从省三农普数据可以看出，当前南通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比重为 3.2%，低于省平均水平 4.1%；有营业执照的餐馆的村比

重为 45.2%，同样低于省平均水平 45.6%（数据来自于江苏省三农普查数据汇编）。从市三农普查数据可以看出，全市有 3.2%的

村开展旅游接待服务，其中海安市的比重最高，达 6.7%，其次是如皋市 3.9%和通州区 3.3%（数据来自于南通市三农普查数据汇

编）。综合对比，全市除海安市外，其他各地区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的比重都处于低位，与省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这说明

南通乡村旅游服务水平欠佳，服务意识有待提高。 

4 南通市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4.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加大扶持，助力乡村 

政府部门要根据地方总体规划部署，加强对区域内乡村旅游的统筹协调，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从政策、用地、财政、

金融等方面给予乡村旅游企业和农户相应的引导和支持，加快乡村旅游建设的进程；依据“以点连线”“以线带面”的规划思

路，因地制宜，将分散的乡村旅游景点连线发展，形成精品旅游路线，进而逐步发展为乡村旅游集聚区，形成产业化、规模化

的运作体系；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支持通过盘活农村闲置房屋、集体建设用地、可用林场和水面等资产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制定资金扶持和金融政策，鼓励金融平台、融资机构向乡村旅游企业和农户开发信贷产品；制定惠农惠企政策，对乡村旅游企

业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及通信费、税费等进行适当的降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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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立足地域特色，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 

针对旅游者的心理需要，立足地域特色，打造具有地方特色、满足游客精神享受和情感体验的乡村旅游品牌是南通发展乡

村旅游的有效举措。在开发乡村自然旅游资源的同时，要充分研究当地的地脉和文脉，不断拓展和挖掘乡土文化内涵，以文化

为导向，推出有品位、有档次的产品，突出地方特色和差异性，增强南通乡村旅游产品竞争优势，打造南通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提升南通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 

4.3加强宣传推广力度，拓展网络营销渠道 

通过政府推动和企业联合，有计划、有重点地在主要客源市场开展营销工作，采取灵活的营销手段，拓展营销网络，强化

南通乡村旅游形象。如在长三角其主要城市机场和汽车站、火车站及高速公路出入口等位置，设立广告标志，在长三角地区影

响力较大的区域性电视传媒、报纸、广播上投放广告；加强与旅行社的合作，乡村旅游经营者要主动与旅行社联系，邀请旅行

社现场考察，开展合作洽谈，共同培育客源市场。 

4.4重视专业人才培养，提高职业化水平 

依托旅游院校和专业培训机构，开办乡村旅游培训班，对旅游服务人员进行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安全卫生、地方文化及

环境保护等相关知识培训，以提高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促使乡村旅游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定期组织乡村旅游经营者开展工

作汇报、经验交流，前往乡村发展较好地区实地考察，邀请乡村旅游发展先进地区来和企业代表介绍发展经验等。 

4.5树立生态旅游理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首先，在乡村旅游培育和开发过程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使用，打造出更高质量的乡村旅游

项目和产品，营造良好的乡村旅游发展环境，进而集聚更多外部资源，形成产业集聚发展；其次，在生产加工旅游地旅游工艺

产品方面，旅游地工艺企业应该进一步提高加工技艺和制造水平，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旅游产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在消费方面应该鼓励旅游者低碳消费和可持续消费，保护旅游地旅游环境，进而实现乡村旅游的持续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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