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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体验度的生态文化旅游 

丽水发展模式探析 

闫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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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国民休闲时代的到来,生态、文化与旅游的深入融合,能够

精准发展旅游业,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及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应当精准旅游市场定位,通过“三全”的特色

化服务、深度的信息化管理、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来保障实施“三有”的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新模式,提升游客体验度,

实现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益。 

【关键词】：生态文化 生态旅游 “三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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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实施,旅游业上升到国民经济战略支柱产业地位以及国民休闲时代已经到来,生态文化

旅游,不是将生态、农业、文化及旅游等元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以绿色生态环境及文化体验为出发点,将生态资源与当地文化资源

进行整合,强调旅游精准发展以及对生态环境及资源的保护与持续利用,以此来提升游客的体验,从而实现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益。 

2 丽水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丽水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具有文化、生态优势。丽水有 99 个古村落入选《关于第五批拟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基

本情况公示》(2018),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丽水的森林覆盖率 80.79%;丽水境内饮用水合格率 100%,水环境质量全省第一;丽水每

立方厘米空气的负氧离子平均浓度为 2800 个,是全国空气质量十佳城市中唯一的非沿海低海拔城市。从 2016-2019 年的旅游相

关统计指标可以看出丽水旅游业的发展成效,如表 1所示。 

表 1丽水市旅游相关指标 

序号 旅游相关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1 新培育农产品旅游地商品生产经营主体(家) - 234 250 187 

2 农产品旅游地商品(个) - 292 306 288 

3 实现年营销额(亿元) - 32.3 46.85 59.3 

                                                        
1基金项目：2018年丽水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提升‘顾客让渡价值’的文农旅融合的丽水模式研究”(LC201835)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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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认证绿色食品(个) - 132 148 71 

5 新认证无公害农产品(个) - 
  

57 

6 新增农产品地理标志(个) - 2 44 55 

7 “丽水山耕”区域公用品牌背书农产品累计(个) - 695 974 603 

8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个) - 1 11 11 

9 示范乡镇(个) - 10 12 12 

10 特色精品村(个) 20 29 32 33 

11 累计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个) - 1 22 33 

12 累计创建示范乡镇(个) - 10 32 43 

13 累计创建特色精品村(个) - 29 89 122 

14 累计发展农家乐特色村(个) 451 193 203 200 

15 累计发展农家乐特色点(各类农庄、山庄、渔庄)(个) 
 

297 323 295 

16 累计发展农家乐经营农户(户) 3.99万人 3881 4394 3765 

17 

旅游总收入(亿元) 535.8 644.4 667.88 781.04 

其中:国内收入(亿元) 474.7 572.7 667.62 780.7 

外汇收入(亿美元) 9.21 10.62 0.039207 0.049444 

农家乐(民宿)接待游客(万人次) 2220 2788 3451.14 3609.5 

农家乐(民宿)营业总收入(亿元) 23.31 31.2 41.46 37.59 

18 旅游总收入增速(%) - 120.3 103.65 116.94 

19 农家乐(民宿)接待游客增速(%) - 125.6 123.80 104.59 

20 农家乐(民宿)营业总收入增速(%) - 133.8 132.88 90.67 

 

资料来源:丽水市统计局统计年报(2016-2019)。 

从表 1可见,丽水旅游已经在国内外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已成功塑造了“秀山丽水”的生态形象。但从 2018年、2019年的

旅游总收入增长速度看,旅游总收入有增长放缓的趋势,推动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与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十分必要。 

3 丽水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的瓶颈 

3.1项目开发的同质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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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丽水文农旅融合发展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与国内其他地区、本地区域内的农旅融合发展相比,同质化比较严重,具体

表现为与同类地区的景点建设相似,使游客在本地景点中难以发现新奇特、具有吸引力的景致,削弱了本地区的旅游吸引力。 

3.2产品附加价值偏低 

多数的休闲农业景点以满足顾客“吃、住、购”等较低层次的需求为主;多数景点逗留游玩时间短暂,多为 1.5-2小时,且最

多为半天;民宿、农家乐的开发缺乏本地民俗元素的融入,民宿、农家乐与酒店宾馆无差异。农家乐除“用餐”以外,“乐”的功

能体现不充分,夜间经济有极大的开发空间。 

3.3区域品牌特色不鲜明 

对于传统的古村落文化、老区的红色文化的呈现,以导游讲、游客边看边拍照为主,缺少游客参与的符合文化特色的活动设

计。有些景区以景物形状命名,缺少令人动心、动容的易于传播的好故事。在古民居中销售的商品与古民居的文化联系不紧密,

生态产品与历史文化的有效融合需要提升。 

4 提升体验度的丽水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 

4.1精准市场定位,提升游客满意度 

游客满意度是基于游客满意理论,由 PizamA等(1978)较早提出,认为游客满意度是旅游者旅行前对目的地期望与到该地实际

体验比较的结果。而驱使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的内在动力为旅游动机,旅游动机一般包括娱乐、追求新奇、放松、康复、怀旧

或探亲访友、增进感情、审美、教育、商务、移情九种。旅游动机引发的需求多样化导致市场的多元化,而旅游地应以特色旅游

产品满足目标游客的预期,而特色化的旅游产品应同时满足“游客所需”“竞争对手所弱”“本地所能”三个条件。“游客所

需”就是在游客在旅游中获得娱乐、放松、康复、增长知识、收获美好、增进感情、拓展业务等。发展旅游业时,做出自己本地

的优势,既能吸引游客,又能回避竞争。针对丽水作为拥有好山、好水、好空气的中国生态第一市,这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为丽

水全域旅游总体进行定位时,针对放松与康复的需求主打“山好、水好、空气好!养心、养肺又养胃!”,推出“精致丽水七日

游”“走遍千山万水,精致要数丽水”“浙江 1/6的氧气都在这里”或者“7天穿越 1400年”……等全域旅游产品。各县市区可

以通深挖本地乡村(镇)民俗、生态农业、历史文化,因地制宜地走多元化、特色化与差异化发展之路,推动农村中各产业的融合、

交互、可持续发展。 

4.2实施“三有”的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新模式 

4.2.1“有情有义”的名人生态文化“修心游”模式 

通过本地名人的留存物、事迹、传记、作品等物质与精神财富,传递其思想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对游客内心产生

共鸣,满足游客的教育、审美、娱乐、增进感情、商务、移情等心理需求。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灵魂,而名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与

传承人,对名人的崇拜也是旅游者的一种普遍心理需求。 

丽水市名人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宜在生态大背景下充分挖掘古村落的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充实名人传记,收集、提炼名

人故事。在景区内部也可以运用先进技术手段研发设计动漫以及现代媒体,将名人文化最大限度的呈现出来。可利用视觉、听觉、

味觉、嗅觉以及触觉等感官,让游客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获得多维的良好体验,进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4.2.2“有滋有味”的名品生态文化“快乐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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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特色饮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通过刺激游客对味觉、嗅觉、视觉等感官,进而引起游客内心共鸣或愉悦身心,从而满足

游客的娱乐、放松、教育、移情等心理需求。开发名品生态文化“快乐游”,适合研学、亲子游、家庭游或有小住、度假需求的

游客。丽水有诸多美食、名茶、青瓷、宝剑、石雕等名品。名品包括满足物质需求的产品和满足精神需求的产品,旅游业中的名

品需具有制作本地化、品味内涵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品牌化的“四化”特点,这样的“名品”才能对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丽水目前有许多农家乐、渔家乐、茶家乐、采摘园等可以完善,在原有农家乐等基础上拓展成“吃-住-做

-享-带”一体化的“快乐游”,即游客吃农家饭、住农家院、种农家菜、摘农家果、做农家活,享受农业劳动果实,还可以把劳动

成果带货给亲朋好友。 

4.2.3“有声有色”的名地生态文化“康体游”模式 

使游客到具有绝对生态优势的地区体验大自然的回归。通过倾听潺潺的山间、林间流水声、鸟鸣声、风声、雨声……观看

美景、嗅着花草的清香、欣赏一年四季的赤橙黄绿与多姿多彩,满足游客的“娱乐、追求新奇、放松康复、审美、教育”等心理

需求。开发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生态名地”的“康体游”,这种旅游模式,更适合具有候鸟式特征的游客,特别是有寒暑假的大中

小学生、康复中能自理的人、中老年和短期休养的人群,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纷繁,通过丽水的“好山、好水、好空气”以及和谐

的人文环境,使人体的循环达到内平衡。在生态条件有着先天优势的丽水,可以大力发展这种旅游模式,构建“气养”“食

养”“水养”“体养”“文养”等康养圣地,并把一年春夏秋冬的疗养进行明确市场定位,平衡淡旺季。以此,增加游客的旅游频

率与逗留时间。 

4.3提升体验度的生态文化旅游的保障 

4.3.1“三全”的特色化服务 

游客满意的前提是在旅游过程求新、求异、身心放松、旅程愉快的需求得到了满足,而满足这些需求的保障是全员服务、全

员导游、全员营销。 

旅游景区相关人员的服务是游客获得亲切感及良好体验的关键,因此,要特别重视景区中工作人员的管理与培训,一般培训

内容包括商务礼仪、沟通技巧、消费心理学、本地特色产品专业知识、特色民俗演绎、线上客服等。通过培训,使工作人员能够

根据游客的不同感受,结合游客的旅游需求,为他们提供特色化服务。通过“全员服务、全员导游、全员营销”提高游客的体验

度与忠诚度。建立游客评价与投诉机制,动态关注游客的满意度及服务人员的工作状态。建立景区舆情监控与维护机制,通过对

景区的网络舆论情况进行筛选分析,通过掌握游客的评价,进行正确舆论引导与维护。 

4.3.2深度融入信息化管理 

网络信息技术、数字媒体等运用可以极大程度的提高生态文化旅游景区的信息化管理水平,提升服务质量。建设售票信息系

统、全程监控的平台,避免票款丢失,实现实时监管环境变化,保护景区生态环境;建设信息发布平台与自动 360度全景导游平台,

既能扩大景区宣传范围,提高丽水生态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又能为游客提供直观清晰的导游服务;引入虚拟现实技术,游客身处

一定范围内,便可以实现穿越或与场景互动的效果,提高趣味性;在即将到来的 5G时代,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短视频与直播平台

等各种媒介开展丽水生态旅游营销,打造网红景区。 

4.3.3合理利用生态资源 

在开发规划中应当重视保障丽水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地进行产品、服务的精致化打造与定制式供应,并构建起免费、中档及

高档等不同价格区间、系列精品景区集聚以及优质高端类别等组成的品牌体系,建设出更为创意、可行的消费体验环境,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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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于游客的吸引力,动态挖掘潜在市场、扩大影响力,引导旅游消费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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