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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乡村农文旅 

融合模式发展现状及优化探究 

——基于对“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旅游度假区”的调查 

史婷婷 雒娅汝 王怡菲 韩丹霞
1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4） 

【摘 要】：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贯彻与响应。通过实地调研、实证分析等方法，对“互联网+”背景下“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旅游度假区”

的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其存在网络营销不足、智慧化体系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特色产

品开发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互联网+”的时代背景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措施，助力高淳乡村农文旅融合

发展模式优化升级，也为我国其他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桠溪慢城 乡村旅游 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 

1“互联网+”背景下南京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发展现状 

1.1简介 

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旅游度假区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西北部，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2010 年 11 月，高淳以桠溪“生

态之旅”被世界慢城组织正式授予了“国际慢城”称号，成为中国首个国际慢城；2015 年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称号。

“慢城”理念开始为国人所知并迅速俘获人心，慢城倡导人们保持传统社区生活和节奏，鼓励推广生态产业，建设可持续发展

的家园，这与我国追求“宜居城市”、谋划“绿色崛起”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1.2旅游资源建设现状 

高淳国际慢城内旅游景点主要有四季常青大草坪、桃花扇广场、丛林穿越、彩虹滑道、树冠漫步等，除此之外，高淳举办

了包括围绕春季的油菜花、夏季的荷花、秋季的螃蟹、冬季年货文化等主题的节庆活动以扩大知名度，其中，“固城湖螃蟹节”

曾获评“全国十大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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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配套服务设施方面，已建成停车场、慢城游客接待中心、慢城博物馆、2 个服务中心以及 15 个游客休息点等设施，

配备了 300辆自行车、40辆电瓶车以及 20辆电动自行车。在餐饮住宿业发展上，建成包括武家嘴国际大酒店、瑶池山庄、游子

休闲山庄等在内的一批中高档度假酒店，此外，已建成 210家区级农家乐，其中有 26家达到星级农家乐标准，1350多张农家客

栈床位。 

1.3特色产品发展现状 

依托文旅产业的发展，高淳国际慢城打造了一批品牌化特色农产品如固城湖大闸蟹、淳青茶叶、高淳陶瓷等，其中，固城

湖螃蟹产业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2020年，高淳区螃蟹养殖面积达 1.23万 hm2，预计实现总产值 20亿元，螃蟹产业成为

全区重要的富民产业。 

慢城特色产品销售主要是通过景区内商铺、农家乐代销等传统方式进行，直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才开始进行网络营销、直

播带货，近日，南京云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第一次在苏宁平台尝试带货直播，同时在苏宁拼购、微信小店等电商平台上架滞

销农产品，使高淳产品度过疫情“寒冬”，直播间观看人数峰值超 5万人。 

1.4智慧旅游建设现状 

1.4.1网站建设现状。 

目前，在南京高淳国际慢城的官方网站上分为首页、漫说高淳、旅游动态、慢游指南、慢城总部、项目招商、诚信旅游、

慢城预订八个部分，游客在官网上可以进行酒店、门票预订，可以进行虚拟旅游，查看相关景点介绍及路线推荐。 

景区官方微博@高淳慢城拥有 56475的粉丝量，官微中发布了许多与高淳国际慢城特色小吃、景点相关的小视频、图片，目

前共发布了 9712条微博，不乏宣传高淳慢城美食和文化节日的相关内容，但对景点及景区活动的宣传较少。 

高淳国际慢城的官方公众号为“桠溪慢城”，于 2019年建立，相较于官方微博，高淳国际慢城的官方公众号更能实时了解

慢城的动态和景区的最新信息。“桠溪慢城”公众号分为“官网”、“一月一食”、“停车缴费”三个菜单栏。“官网”菜单

栏下设有微官网、景区介绍、景区 720 全景、语音导航、预约入园五个选项，“一月一食”菜单栏下记录了慢城不同时令的特

色美食，在“停车缴费”中，游客可通过车牌号查询到详细的车辆驶入时间、停车时间、停车费总计等信息，为自驾游的旅客

提供了便利。 

1.4.2智慧旅游基础体系建设。 

(1)智慧景区。首先，高淳国际慢城门票可在美团、官网上进行预订，预订时可以看到园区各种项目简介及点评情况，其次，

在景区内售票处设置扫码预约入园，提供天气预报、景区最大承载量、实时在园人数、车位使用情况、景区舒适度等公共信息

平台，景区内还提供免费 WiFi。(2)智慧民宿。景区周边大多酒店、民宿都可以在网上预定，但很多民宿由于是村民自家经营，

缺乏在预定软件上对顾客提供咨询服务，并且不提供开发票服务。(3)智慧餐饮。高淳慢城餐饮基本都是农家乐模式，多数农家

乐可以在美团等 APP 上查看评价和抢购代金券等，但对于菜品的介绍等不足，无法提前预定，饭店内是传统菜单点餐，不支持

扫码点餐，但有少数几家农家乐通过微信微商的形式为顾客提供提前预定服务。(4)行业监管。在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设置有

管理站，站里安装了监管系统，对各农家乐的后厨进行了监控，并以显示屏方式悬挂于管理站内进行实时的监管。 

2 互联网+背景下制约高淳国际慢城发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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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网络营销推广不足 

首先，目前高淳国际慢城网络宣传的方式主要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微博进行，由于网页的知名度有限，导致阅读

量不高，因此无法对乡村旅游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其次，高淳国际慢城特色农产品多在景区内通过摆摊方式销售，一些特产专

卖店出现关门、无人经营的状况，少数年轻的农家乐老板通过微信上销售，通过发圈、提供农产品订购服务，近两年和阿里巴

巴合作，在淘宝天猫商城开设了髙淳馆，销量虽有提升，但是与那些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通过网红直播售卖产品的方式相比，

还是逊色很多，在网络媒体如小红书、抖音等大火软件曝光率低，过于迷信口碑宣传，造成美景少人晓，少人看，特产少人买

的遗憾局面。 

2.2智慧化建设不足 

高淳国际慢城智慧化网络平台服务不够健全，官方微博功能较为单一，信息和动态发布不全民不及时，其次，景区很多民

宿由于是村民自家经营，无法在预定软件上及时为顾客提供咨询服务，且不提供发票开具服务。虽然高淳慢城多数农家乐可以

在美团等 APP 上查看评价和抢购代金券等，但对于菜品的介绍等不足，无法提前预定，饭店内是传统菜单点餐，并不支持扫码

点餐。 

2.3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 

由于慢城远离市中心，较为偏远，公共交通匮乏，公交、出租车等很少，给游客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此外，据团队实地考

察，慢城内择路而居的“大山村”四周的水塘污染严重，且根据慢城“大山村”村民反映，近年来当地水塘的污水治理效果并

不明显。在景区配套设施上，桃花扇广场仅发现简陋的可移动的公共厕所反映出桠溪慢城公共配套设施仍不完善，景区内地图

指示等较为破旧且不清晰，未提供电子触摸屏类型的动态景区导航图。 

2.4特色产品开发不足 

首先，尽管慢城的固城湖螃蟹已经拥有较大名气，但其余农产品如青团、米糕、土鸡蛋、新鲜果蔬等仍然是以散卖为主，

多以农家乐代销、摆摊形式销售，品牌化不足。 

其次，慢城的旅游文创产品只有抱枕、风铃、玩偶等，种类单一，且特色不鲜明，缺乏传统手工业的辅助和支持，功能以

休闲、娱乐为主，教育功能及文化功能相对缺失。而高淳作为吴楚文化发源地，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跳五猖、大马灯、

送春等，但对于送一部分资源的开发还相对较为薄弱，更未形成相关的文化产品，一方面不利于高淳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无法更好的保护和利用高淳的传统文化遗产。 

最后，桠溪国际慢城现有的体验型旅游产品主要集中在果蔬采摘等农事体验产品上，仍未跳脱我国传统农业旅游的发展模

式，缺乏对陶瓷制作、编制羽毛扇、炮制茶叶等传统手工业的再利用意识，而随着体验经济的不断发展，游客对旅游产品体验

感要求越来越高，慢城对传统手工业体验性旅游产品的开发势在必行。 

3 实证分析 

通过对南京高淳国际慢城的实地调研及问卷调查，调研组获得了相关信息和数据，运用 SPSS 软件对各项影响因素进行

Logistics回归分析，其中，是以平均每年乡村旅游次数为因变量，表中其他因素为解释变量，除了对游客基本信息的调查，其

余因素均为满意度调查，将很满意赋值为 1，满意赋值为 2，一般赋值为 3，不满意赋值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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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可以看出，游客平均月收入回归系数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意味着平均月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平均每年乡村旅

游次数增加 2.679个百分点。说明平均月收入越高人们旅游次数越多，与基本逻辑相符。 

高淳国际慢城各景点质量的满意度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意味着高淳国际慢城各景点质量的满意度会对平均每年的乡

村旅游次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高淳国际慢城各景点质量的满意度增加一个单位时，平均每年乡村旅游次数的增加幅度

为 2.570倍。说明高淳慢城应加强各景点建设，除了美景还要适时举行各种节庆活动、打卡活动，从而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 

文创及特色产品满意度回归系数呈现出 1%水平的显著性，意味着文创及特色产品会对平均每年的乡村旅游次数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关系，文创及特色产品增加一个单位时，平均每年乡村旅游次数的增加幅度为 4.207 倍。说明高淳国际慢城的文创及

特色产品急需进一步设计开发、宣传营销，以增加游客旅游需求。 

到达景区的交通便利状况的回归系数呈现出 1%水平的显著性，意味着到达景区的交通便利状况会对平均每年的乡村旅游次

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到达景区的交通便利状况增加一个单位时，平均每年乡村旅游次数的增加幅度为 5.085 倍。说明

高淳桠溪慢城应完善公共交通设施，满足除自驾游以外的游客旅行需求，以增加游客旅游次数。 

4 互联网+背景下对高淳桠溪国际慢城的优化建议 

4.1构建慢旅游营销体系，加强网络营销 

4.1.1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可以多开发年轻受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 

比如在微博上打造接地气的官博形象；利用适宜的节庆时间点，适当购买热搜的广告位，发起话题，引起讨论；在抖音上

发布慢城美景、美食视频吸引关注；在小红书上发布精美种草文章等，利用网红打卡方式吸引顾客兴趣，打造网红慢城品牌。

同时要完善相关网站建设，及时更新内容，健全顾客投诉渠道，利用送礼品等多种手段吸引游客关注微博或公众号，间接进行

网络营销。 

4.1.2在景区特色产品销售方面应不断拓展网络营销渠道。 

充分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进行直播，发挥网红经济效应，增加产品销量。 

4.2利用互联网建立健全智慧化旅游体系 

4.2.1构建桠溪慢城的运行监测与分析系统。 

通过采集景区各项目的运营管理数据，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游客进行精准的多维度分析，帮助管理

部门能够直观的了解到景区各项目实时、准确的运营管理数据，包括景区客流量统计分析、客源地分析、电商实时交易订单统

计、各分销平台实时订单统计等，以此制定更合理的管理策略。 

4.2.2完善慢城的应急指挥系统建设。 

通过建设视频监控、环境监测、GPS定位及时获取游客接待量、交通流量、气候情况，接入灾害防控系统，设置应急指挥系

统，建立医疗支援点，在遇到旅游突发事件时在系统上及时上报信息，协调指挥各个相关部门进行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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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要加强高淳乡村旅游“互联网+”智慧化硬件建设。 

实现乡村 Wi-Fi 覆盖，建立导航触摸屏、智能语音导览等设施，改造停车场管理系统，通过智能视频等技术，打通在线支

付，实现无感停车，通过对乡村交通情况和车辆数据等信息的监测对车辆进行引导，计算空闲车位，提升停车场的使用效率。

同时，在农家乐普及扫码点餐功能，民宿、农家乐要在预定软件上对顾客提供咨询服务和开发票服务，增加对菜品的介绍，提

供提前预定服务。 

4.3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高淳国际慢城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和卫生系统建设，提高游客便利度，上层管理部门应高度重

视对景区环境水源污染的治理，这样才能将农村打造成绿水青山并变为金山银山。 

4.4加强对特色农业及文创产品的开发 

4.4.1高淳国际慢城的特色农副产品应有准确的特色品牌定位。 

在其营销宣传方面投入更多资源，线上宣传与线下销售相结合，既要做全传统的营销模式，又要借助知名媒体传播、广告

投放、互联网直播等形式打造出属于慢城的“慢”品牌、“网红”品牌，进行推广，使慢城特色农副产品的知名度不再局限于

周边地区，扩大知名度的辐射范围。同时，销售慢城特色农副产品的商家也应该对产品的包装、物流、服务上进行优化，凸显

高淳的地域性特色，改变游客对农副产品的刻板形象，结合慢城的“慢食”理念，打造高性价比、高附加值的特色健康优质产

品，提高游客的口碑与市场认同感，加强品牌建设。 

4.4.2政府应进一步转变思路，与有实力的文创产品设计团队合作。 

采取文创大赛的形式，抓住最具“高淳符号”“慢城符号”的元素进行发掘，比如蜗牛阿曼、大闸蟹等，并且将其与高淳

传统非物质文化相结合，在休闲、娱乐的功能上附加更深层的教育文化功能。 

4.4.3以传统手工艺为辅助，进一步开发慢城体验性产品。 

强调慢城的特色地方传统与“慢”旅游理念，例如可以让游客参与到高淳慢城的陶艺制作、茶叶制作、羽毛扇制作中，使

顾客的体验感更加深刻，同时也可以结合高淳特色陶瓷文化开发家庭项目，增进亲人间的感情。 

4.5注重对旅游人才的培育和引进，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和业务素养 

高淳政府应该注重鼓励原住民劳动力和民间技艺回归，着力培养创新型科技型复合型旅游人才，深化政校企合作，建立旅

游人才培养基地，支持旅游人才定向培育。加大旅游产业规划、景区开发管理、市场营销等紧缺专业型及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培

养和引进，对引进的相关专业人才提供吸引力较高的待遇，积极引导慢城地方特色创业项目的开发，给予经费支持，以推动慢

城特色文创产品、项目的设计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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