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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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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乡村旅游是农村的新兴支柱产业，对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舟山丰富的物质资源为旅

游发展创造了许多良好条件，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解决和改进，如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产品单一、宣传力度

不足、服务水平较落后等。对此，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加大网络宣传等，推动

舟山乡村旅游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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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一种以人文为客体，以自然环境、建筑、文化等资源为吸引物，将传统休闲与农业体验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上的需求。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满足人们丰富

的业余生活需求、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在舟山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项目的研究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内外因素带来的挑战。如何弥补这些短板，把旅游建设作为舟山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

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1 舟山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舟山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北部，是一座群岛城市。它具有独特的资源，如文化旅游资源、海岛自然风光资源、渔业旅游资源

等，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在政府的引导下，舟山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截至目前，舟山市共有 858 个旅游

资源单体，11个 A级以上的旅游区，已开发 1000多个景点。从旅游空间分布上来看，舟山主要分为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

嵊泗县四个区域，其中以东极、白沙、蚂蚁岛、桃花岛等普陀旅游开发区最具特色。大多乡村旅游目的地都分布在舟山本地以

外的小岛上，与陆地有很大的差异。其次，基于海洋文上化进行的乡村旅游活动丰富多样，如渔家乐、鱼钓、游艇等十分吸引

游客。舟山作为长三角著名的休闲度假胜地，客源十分广泛，游客大多来自上海、宁波等周边地区，只有一小部分当地居民。

此外，舟山乡村旅游开发种类与原有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旅游类型呈现出多样性，如休闲观光、农家乐、民俗文化等。日

益壮大的旅游业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满足人们需求、丰富人们内心精神世界，而且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

贫富差距。因此，舟山乡村旅游的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2 舟山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基础设施不完善 

从舟山市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缺乏消防、供电和应急通道等基本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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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不完善，景区道路不平，食品不鲜美，餐饮价格昂贵，居住环境不佳，卫生条件较差等。这些都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

也不能给游客更好的经历和体验。乡村旅游是一种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无形贸易，但基础设施的缺乏增加了景区项目开发的难

度，导致各乡村旅游开发的实际效果不显著。 

2.2旅游项目较少 

由于乡村旅游项目数量比较少，导致在推动旅游项目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方面，景点特色不明显，民族特

色和地域文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乡村旅游形式多以农家乐、农庄、观光采摘果园等形式为主，缺乏对游客的吸引力。另一方

面，景区建设单纯依托山、水、岛、绿植等自然资源，缺乏创新，空间结构和风情风貌也没有得到充分展现。 

2.3旅游产品单一 

农产品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舟山的乡村旅游更多地依赖一些未

经加工的土特产，包括佛茶、本地橘子、柚子等。这些原生态的旅游资源和初级产品成为了推动农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产品形

式相对单一。此外，舟山的水产资源种类繁多，但海鲜餐厅只在特定的地点设立，分布场所较少，海鲜产品缺乏深加工。旅游

企业并没有加大对旅游产品的后续开发和深度挖掘。因此，必须加快乡村旅游产品的创新，形成旅游产品的多样化、一体化、

差异化，才能更好地满足当前旅游市场的需求。 

2.4宣传力度不足 

乡村旅游宣传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景区的最大优势。宣传手段停留在较为传统和老式的阶段，如电视广告、传单、广播

调频、电台 FM等。导致游客对景区的认识较为片面，对当地环境和资源了解的不清晰。人们只知道“普陀山”“桃花岛”“朱

家尖”等著名景点，而新兴的特色旅游产业却不被大家知晓。舟山市内自然资源充裕、人文情怀丰富，然而，电视荧屏上的广

告并不常见，其他网络平台的宣传力度也不足，没有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宣传效果不佳。 

2.5服务水平比较落后 

完善的服务体系有助于提升游客的综合体验感。通过对舟山乡村旅游区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服务人员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

教育和培训。景区、宾馆、饭店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并不强烈，欠缺一些服务专业技能。服务质量相对较低，导致部分游客体

验感较差。景区管理体制不太规范、专业程度较低、管理有些混乱。逢年过节，一些销售人员会抬高景区特产和纪念品的价格，

一些人还会用“特产”的名义来欺骗消费者，令游客感到不满。需充分完善当前的服务体系，设立相关机构、培训相关专业人

员，为游客安排合理行程。 

2.6缺乏生态保护意识 

人们缺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意识，如：在景区建设过程中过度开发和占用自然资源；乱扔垃圾，垃圾不分类，造成环境

污染；旅游者在景区内随意采摘花草树木等观赏植物等等。这些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系统。应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增强人们的

生态保护意识，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3 舟山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3.1完善农村地区旅游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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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载体，在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大完善力度。首先，岛屿间复杂的换乘方式不仅延

误了旅游时间，而且降低了许多游客的旅游意向。因此，应提高交通运输的承载能力和便利性。要加快连接舟山群岛间以及舟

山至周边城市的交通线路建设，增加高铁、轻轨、地铁等交通工具，为出行提供便利。其次，对景区内的道路进行整修改造，

为游客规划一条良好的观赏路线。最后，要解决边远地区的餐饮住宿问题，既要保证食材新鲜，提升口感，又要调整相应的住

宿价格，加强住宿环境改造。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设备，满足顾客需求，形成“旅游、餐饮、住宿”的综合服务体系，打造

生态宜居乡村。 

3.2开发布局特色旅游项目 

旅游经济的发展需要加大旅游项目的开发力度。要解决项目简单化的问题，必须挖掘内涵，开发特色旅游项目。打造品牌

特色，提升乡村旅游整体实力。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旅游资源结合，对积淀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度挖掘，营造符合现代旅游市场需

求的乡村旅游环境。对于舟山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首先，应该增加旅游活动的形式，如渔村、温泉、民宿酒店等。其次，高

度重视当地资源的适当开发，扩大景区建设。最后，充分利用舟山的独特优势，创设独特的乡村品牌，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

打造民间艺术、民俗、节庆活动等娱乐项目，让游客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营造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氛围浓厚、设施齐全、文

化丰富、市场宽广、村容广阔的生态环境。 

3.3开发有吸引力的乡村旅游产品 

我们应该发展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的农产品，打造特色专属食品。加快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实现乡村旅游生命周期的延续。

舟山以带鱼、小黄鱼、梭子蟹、竹节虾等海鲜闻名。结合当地民俗特色，依托地方资源优势，地方村民可在景区附近开设民俗

小吃街，如“海鲜活动宴”“民俗地方菜”。打造集自然、民俗和农家特色为一体的饮食文化。坚持文化在乡村旅游中的地位，

建造特色品牌，避免同质化。利用地方民俗及地貌特征，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3.4充分利用网络，提高宣传效果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迅速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信息化、网络化已逐渐成为农村工作的主要发展趋势。政府、旅游

行业、旅游企业应当加大在旅游宣传推广方面的投入，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拓宽宣传渠道，深层次地开展旅游宣传。增加新

的宣传手段来吸引游客，如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传播方式。通过网络直播得到的信息反馈，一方面，能了解游客的出行

意向、爱好、需求和问题，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另一方面，在网上还能销售各种农村农副产品或当地特色工艺品。让不能

去乡村旅游的人们，也可以为舟山市乡村旅游发展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3.5招纳相关人才，完善服务体系 

招聘旅游行业相关人才，完善服务体系。在招聘过程中，对旅游村景区企业给予相应的人才引进奖励政策，地方政府给予

相应的人才补贴、住房补贴、工作安排等政策。一个庞大而高素质的人才库可以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服务人员进

行专业培训，树立全局意识，如礼仪文化、酒店管理规范、绿色健康食品安全意识、环保意识等，提高服务质量，面带微笑，

规范旅游用语，让游客感受到家的温暖。商品价格要适中，避免欺骗游客。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转变新的经营模式，从游客

的交通、住宿、餐饮等小事做起，提前规划旅游线路，安排旅游和休息时间，为游客提供干净整洁的住宿环境。 

3.6节约资源，强化生态保护意识 

生态资源与环境对舟山地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旅游项目建设中，要合理配置和开发资源，避免过度开发造成的

浪费，减少工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其次，禁止乱扔垃圾，呼吁人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施“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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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建立完善的监督保护制度，采取相应措施，使游客文明观光，增强人们的环境和资源保护意识。 

4 结语 

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一定的经济、文化及生态效应，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作用。舟山具有独特的民俗文化、海岛风

情和历史遗产，要依托这些资源，充分发挥潜力，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面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不断思考、多做探索和尝试，

如：完善基础设施，开发特色创意产品，利用网络加大宣传力度，扩大人才招聘规模，完善服务体系，增强资源保护意识等。

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将合理规划与有效宣传相结合，助力乡村旅游稳步推进，持续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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