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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乡村旅游营销策略分析 

——以浙江长兴为例 

陈诗佳 王文丽
1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8)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乡村旅游也慢慢向“智慧化旅游”靠拢。从

浙江长兴的乡村旅游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互联网使乡村旅游更富有充实性和创新性,同时发掘当地的

“竹文化”,充实乡村旅游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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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8 日—10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是包括人

才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互联网已成为人们沟通、

物质交换最便捷的重要桥梁,也成了各行各业内拓展业务、提高自身知名度的重要媒介。 

因此,“互联网+”在乡村旅游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如今,乡村农家乐的一些品牌的品牌知名度小,且农家乐的位置也相

对较偏僻,难以给消费者最直观的选择,导致销售范围狭小。而通过互联网作为媒介,通过搜索引擎以及大数据所提供的精准信

息、信息分析,可以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农家乐信息。通过互联网,能精准地实现消费者与乡村旅游中农家乐的“点与点”的

接触,从而提高当地旅游业的知名度与被选择度,推动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浙江省长兴县依托当地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发展别具一格的农家乐乡村旅游。在近几年来的发展中,

当地的旅游设施、旅游管理制度等日益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市场竞争

愈来愈激烈,因此,浙江省长兴县的旅游业仍需在竞争中不断完善自我,比如,旅游配套设施有待强化、乡村旅游特色不够突出。

因此浙江省长兴县在“十三五”期间,不断发展生态化的乡村旅游,旨在发展数量多、质量优的乡村生态文化旅游。 

1“互联网+”与乡村旅游的关系 

1.1“互联网+”在文化市场繁荣中的作用 

如今,随着我国的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内在精神的追求也随之提高,其中,最受大家重视的是我国的传统文化。然而,在

当代快节奏的生活现状冲击下,部分传统文化由于受到地域限制、地方知名度限制、传播力度欠缺等多种方面因素的影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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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正面临逐渐流失的局面。而互联网在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上,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大众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应利用互联网进

行更深度的革新,从而推动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升级。 

1.2浙江长兴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浙江的旅游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旅游业本就是一个“惠富惠农”的产业,因此,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的旅游业率先发

展起来,在水口乡的带动发展下,其他的各个乡镇也开始依托当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人文特点优势等发展乡村旅游业。如水

口乡拥有“茶文化圣地、生态旅游乡”的美誉;安吉县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辐射到整个县……而长兴县与浙江省

安吉县、吴兴区、安徽省广德市、江苏省宜兴市接壤,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及当地的竹林,

在传统农村休闲游和农村体验游的基础上,开发具有竹文化气息的乡村文化旅游产业。 

2 浙江长兴乡村旅游营销面临的主要问题 

(1)旅游资源开发有待加强。 

长兴的文物文献资源富有程度较高,而其他资源开发程度则明显不足,例如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以及民间文化资源。多数项目

建设起步晚,各方面均不完善,因此不能将其全部投入使用,且该类型项目因起步原因也缺少足够的趣味性和参与性。景点内,配

套设施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健全与优化,导致各景点内问题不断,如大唐贡茶院的设施维护工作不到位,许多设备存在老化,脱离

时代潮流发展的问题,与此同时,贡茶院的文化层次挖掘需要加深。此外,在一些已经开发的景区中,都存在规模小、文化深度浅、

分布过散等问题。 

(2)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当前全县只能接待中低档旅游团队,且中档旅游服务设施数量明显偏少,而可以吸引中高端消费者的休闲会所几乎没有。此

外景区之间的交通指示牌不多,给外地游客和旅游团队带来极大的不便。景区内部的服务设施并未得到很好的改善与提高,其中

以停车场、旅游厕所为主。县城内的公交路线与旅游景点契合度低,中心地区的休闲娱乐购物场所较少。 

(3)旅游发展机制有待强化。 

旅游业可牵扯的行业众多。而长兴县的旅游业还仅属于初级阶段,在许多其他产业如服务业,餐饮业等还未完全发挥带动作

用。与其他行业合作时,还应该具备完善的机制,顺畅的行业关系,利益划分清楚的部门。否则导致产业将因部门利益相互拉扯而

使得各产业发展停滞等严重问题。 

3“互联网+”背景下浙江长兴乡村旅游营销策略 

3.1加强网络营销意识,将乡村旅游市场进行准确定位 

网络营销以互联网为媒介,将当地的旅游地点与消费者链接。通过大数据,为消费者匹配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旅游景点。同时

网络营销打破了乡村旅游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限制,一方面方便消费者按照自己的需求作选择;另一方面也为乡村旅游等小众旅

游场所提供一个“走出去”的平台。 

当下最热门的旅游 APP平台主要有携程、飞猪、途牛、飞去哪旅游等,这些 APP平台集旅游、门票、住宿、交通、旅游规划、

热门景点推荐等功能。这些平台拥有着庞大的用户群体,项目可以和这些平台进行合作,依托他们的庞大用户群体和后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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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我们的项目进行推送和宣传,来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根据报告指出,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5.84 亿。通过

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来吸引消费者,这一部分客户将会成为项目客户的主要来源之一。 

浙江长兴旅游业目前有起步相对较晚、知名度相对较低的特点。因此通过网络营销,与携程等旅游 APP 合作,可以提高自身

的知名度,同时可以吸引江、浙、沪甚至距离更远的消费者,扩大了自身的客户群。 

3.2利用各类媒体,拓展宣传推广渠道 

旅游产业只有通过宣传才能打开市场。乡村旅游也不例外,浙江长兴乡村旅游目前以市内和省内为主,逐步向全国、境外开

展宣传促销。 

3.2.1利用传统媒体进行宣传推广 

邀请电视台和当地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宣传当地极具特色的旅游项目,并且能够通过举办、投资赞助一些活动,如

浙江长兴可以举办笋宴、投资赞助附近的一些较有知名度的比赛,通过此类活动,由媒体进行播报报道,因此来提高公众心目中的

影响力。 

3.2.2通过现代新媒体进行线上宣传推广 

如今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通过线上推广,如抖音推广。抖音,成了新时代的潮流,日活跃量约 2.5亿人,具有传播速度快,

曝光度强等特点。而现在一些白领已成为抖音的“忠实粉丝”,这些有高强度工作的上班族,会被抖音里环境优美的环境所吸引,

因此便将消费者的目光吸引到乡村旅游上。 

3.3加大网络信息化的投入,提升消费者旅游体验感 

将当地的一些特色景点与手机 APP相联系起来,手机 APP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通过这一特点和项目的特色,将项目和 APP

联系起来,注册即可成为会员,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使用体验。 

用户可以通过 APP 认领笋,可以随时观察笋的生长情况,成熟时,APP 会提醒游客进行采摘收割。还能与其他游客进行线上互

动;此外游客还能通过 APP 进行竹艺品定制、特色名宿预定、线上购物、邀请游客参加特色活动等,让游客全方位体验互联网智

能带来的不一样体验。通过手机 APP,可以更好地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管理游客信息,建立客户管理系统,提高活

动的参加率,做好宣传和推广;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游客的线上互动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游客的重返率。 

3.4融合历史文化元素,培育乡村旅游的特色 

中国被誉为“竹子文明的国度”,竹子自从商朝以来就被我国广泛应用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竹子属于草本植物,是世界上

生长最快的植物之一。竹子所体现出来的竹文化,古人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也正是凸显了竹子中通外直、不畏逆境、宁折不屈的独特审美价值。将浙江长兴的乡村旅游与“竹文化”相融,游客可以

在体验农家生活的同时,再次感受竹的气息,接受竹文化的熏陶,将竹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用文化吸引人,用内涵留住人。”通

过内涵,充实乡村旅游的意义,吸引更多的游客甚至通过有内涵的主题提高顾客的回头率,来带动乡村旅游产业的振兴,带动当地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4“互联网+”背景下浙江长兴乡村旅游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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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旅游业主题形象定位与市场开发。首先,县城要明确以旅游为主题的形象定位,并以此拓展市场。还需充分利用新媒体

技术建设并宣传推广旅游营销平台,借此成立旅游外交,与周边城市以及经济中心建立友好城市外交模式,促进县城的旅游经济

发展。其次,需要刺激县城内旅游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以大型企业带动小型企业,从基础上扩大县城旅游业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

市场占有比例。然后,县城内旅游业要加强与周边旅游业的合作,不仅仅是友好交流,更重要的是业务往来。凭借先天的地理优势

来巩固加深现有的长三角市场,吸引周边地区人群中的潜在顾客。开发并培育地理位置相对较远的新兴市场,为后续长兴乡村旅

游市场扩张做铺垫。紧接着,举行特色活动吸引旅游人群与团队。主要以长兴乡村地方山水特色为活动核心,结合每季度的节日

特色来举办相关大型参与性高的活动,提升客流量、提高影响力,增加知名度的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最后,

县城要不断优化展网络营销手段,打破原有的传统营销模式,以网络为载体,数字信息为工具,充分全面分析长兴乡村的旅游市场,

方便制定更加贴合当地发展的旅游政策。建立健全相关各种系统体系,如视听识别系统,游客解说系统,形象宣传推广系统,以此

提升长兴乡村旅游业内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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