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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恩施州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研究 

冯代慈
1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人们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乡村旅游如何建设成了热门话题，通过调研恩

施州部分行政村，了解恩施州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现状和乡村旅游发展人才需求状态，分析恩施

州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市场，为恩施州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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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出台，2021年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意见》，同年乡村振兴成为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乡村旅游以其独有的优势使得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同时乡村振兴也为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绝美的原始生态、宜居的气候环境

和多彩的民族文化，使得恩施州有着发展乡村旅展的内生优势。近年来，恩施州各县市在改善交通、整治居住环境、房屋改造、

产业发展及通讯条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在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建设，并取得一定成果。如利川

市南坪乡营上村、恩施市白杨坪乡洞下槽村、恩施市盛家坝镇二官寨村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高罗镇清水塘村等 58个

行政村入选国家森林乡村，拥有近百个已经授牌或正在建设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基于此，通过调研恩施州部分行政村乡村旅游发展情况，了解恩施州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 调研方法 

实地走访，通过走访部分行政村，了解这些村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现状和乡村旅游发展人才需求状态。 

专家咨询，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难题，通过与专家沟通交流，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行业领域专家的意见。 

查阅文献，系统查找梳理相关法规、政策、乡村旅游发展概况等背景资料，收集和分析信息资料。 

2 恩施州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通过调查发现(见表 1)，目前恩施州乡村旅游发展处于层次不齐的状态，根据从业人员数量、游客数量、旅游业态数量、旅

游资源开发状态，将恩施乡村旅游发展分为四个层次：旅游资源贫乏村；旅游资源丰富但未开发村；浅层次开发村；开发较成熟

村。旅游资源贫乏的行政村不作为本次研究的重点；旅游资源较好但尚未开发的乡村，由于地理位置和规划等原因，导致这些村

旅游基础设施薄弱，几乎无接待能力，如调研的咸丰县活龙坪乡海龙坪村；浅层次开发村，接待能力有限，在旅游六要素中的每

一方面有一定的建设，整体建设未进行，如巴东县茶店子镇茶店驿站、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开发较成熟的乡村旅游地也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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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如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吸引人才难度较大，持续吸引力差，如恩施市白杨坪镇洞下槽村。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调查，根

据乡村旅游的性质、优势资源、定位和经营特色，将恩施州乡村旅游分为农村城镇化型、新农村建设型、古建筑群落型、红色旅

游型、A级景区辐射型、民俗文化型六大发展类型。 

通过对调研地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进行统计，数量上，旅游资源丰富未开发的行政村，旅游从业人员几乎为零。浅层次开发村，

不同地区从业人数相差很大，且从业人员主要是农家乐和民宿，两者占行政村旅游总从业人数的 80%以上。开发较成熟的行政村，

从业人员在景区、民宿、农家乐、旅游交通方面分布较均衡。总的来说，开发程度越高，员工的分工越明确，景区从业人数随着

开发程度增高而增加。年龄和学历上，恩施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年龄大多在 30 到 60 岁之间，占总人数的 83.33%，学历多为大

专及以下学历，占总人数的 90%。素质上，未开发的行政村，主要由两委负责管理旅游资源和接待来访人员。浅层次开发村，员

工多为当地村民，文化素质不高，大多采用家族式管理，由村干部或当地农民管理。开发较成熟的行政村，专业人员数量不足，

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用人制度很不完善，从业人员多为当地农民。整体上男女比例为 49：51，比较平衡，绝大多数行政村从事

乡村旅游人数中男性高于女性。 

通过对恩施州部分行政村调研访谈，发现恩施州乡村旅游发展对专业技能人才、规划开发建设人才、旅游产品营销人才、旅

游管理人才需求较大。 

3 恩施州乡村旅游存在问题 

基础设施薄弱，接待能力不强。一是交通相对不便。某些地区乡村道路太窄，错车困难，降低了游客的体验感；二是接待能

力有限，集中体现在游客的吃住方面，旅游旺季经常出现一宿难求的局面。 

表 1恩施州乡村旅游发展现状(部分行政村) 

乡村旅游

地名称 

业态

类型 

开发

状态 
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人才诉求 

恩施市柏

杨坪镇洞

下槽村 

农村

城镇

化型 

开发

较成

熟 

生态环境良好、卫生状况良好，是恩施灯戏的发源之地，第一批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名录。由游乐场、灯戏和茶园风光组成；旅游者大多是第一次来游

玩，以后再来的想法几乎没有。 

专业对口、形象

气质良好的人才 

鹤峰县燕

子镇董家

村 

新农

村建

设型 

浅层

次开

发 

九起九落的暗河明流，形成了“树在水中生、水在树中流”的景观，有“鄂

西九寨沟”的美誉，开发了风雨桥、顾彩亭和 6家民宿，建了一部分游步

道；部分路宽 3m，路面坑洼较多。未进行系统开发。 

规划策划、执行

能力和服务礼仪

等人才 

建始县三

里乡蟠龙

村 

新农

村建

设型 

浅层

次开

发 

距地心谷景区 1小时车程，建始火车站和高速建始站 10分钟车程；自然资

源：小溪口、汪家寨峡谷、大沙河漂流、仙人洞、东龙河峡谷、石牌湖、三

里素。 

专业人才、企业

管理人才 

咸丰县活

龙坪乡海

龙坪村 

新农

村建

设型 

未开

发 

旅游资源：桃源洞、吊脚楼、咸丰白术、观音豆腐、苗家绞股蓝。海龙坪村

位于咸丰县西南边缘，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此村处于未开发状态。村里主

要经济来源为烟叶。 

服务礼仪、乡村

厨师、乡村故事

解说人才 

巴东县茶

店子镇茶

店驿站 

农村

城镇

化型 

浅层

次开

发 

由临崖民宿、古驿集市、民俗非遗街、茶店牛肉街、名特小吃街等业态组

成；二期正在建设中。目前，游玩项目有限，吸引力有限。 

销售顾问、水电

技工、民宿服

务、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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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恩县高

罗乡清水

塘村 

古建

筑群

落型 

浅层

次开

发 

村内 5km长廊上有 18座石拱桥，堪称中国石拱桥“博物馆”。制作豆筋是清

水塘村民的传统手艺。在村子通村公路至头塘的观光路上栽种了 4km桃花；

旅游六要素中“吃、住、娱”未进行建设。 

规划开发人才 

恩施市盛

家坝乡小

溪村 

古建

筑群

落型 

浅层

次开

发 

以干栏式吊脚楼、鼓楼、风雨桥建筑组成的大小院，吊脚楼最早建于清乾隆

年间。有“原始古村落，现代桃花源”美誉。现以保护为主。 
规划、销售人才 

利川市苏

马荡 

农村

城镇

化型 

开发

较成

熟 

植物丰富、凉爽气候、宁静自然，独特风情，优质矿泉水。有“森林中的伊

甸园”“中国最美小地方”“杜鹃长廊”美誉；停电停水、生活垃圾清运处

理不及时，配套设施跟不上，管理水平低影响其发展。 

销售和管理人才 

建设县官

店镇京坪

村 

红色

旅游

型 

开发

较成

熟 

著名的湘鄂边红色革命根据地。建“赤湖”“革命历史陈列馆”“烈士纪念

园”和“万人大会遗址”，听红军歌，走红军路，讲红军故事，吃红军饭。 

销售和创新型人

才 

建始县汪

家寨康养

度假村 

A级景

区辐

射型 

浅层

次开

发 

悬崖绝壁上，森林密布，气候凉爽，云雾缭绕，适宜修养度假。 管理、厨师 

鹤峰县中

营乡蒙古

村 

民俗

文化

型 

开发

较成

熟 

南方蒙古族风情园：蒙古包、文物古迹、蒙古风情、蒙古族风俗。规模较

小，吸引力有限。 
策划、营销人员 

来凤县旧

司镇新街

村 

新农

村建

设型 

未开

发 

发展观光型体验式乡村游，计划打造新街村农园农业综合体、团坛子村农业

综合体，集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和教学基地一体化的乡村旅游综

合性项目。 

规划、管理人员 

巴东县野

三关野水

渡 

民俗

文化

型 

浅层

次开

发 

长桌宴、吃醪糟汤圆、喝着西蟾勾魂酒、搭建毛狗棚、驱赶毛狗等民俗活

动，拟形成“野游、野渡、野炊，野宿”四野景区新格局，融自然山水、民

俗体验、旅游产品开发为一体。建设资金短缺。 

民俗开发者 

宣恩县长

潭河乡兴

隆村 

新农

村建

设型 

未开

发 

前河、郭家岩、狮子脑、银石板、马脑塘、王石匠塘、蜡烛岩。建设一部分

游步道，正在建大型民宿 1家，形成了大规模的药园和茶园。 
管理、服务人员 

 

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专业人才缺乏。恩施州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存在着不同业态从业人员失衡，年龄结构不合理，文化水平偏

低，业务不专业，从业经验欠缺、用人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与人才短缺相矛盾。 

资源开发不够，吸引力难以持续。由于资金或规划等问题，导致许多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行政村未能充分发挥资源价值，基

本处于自发建设阶段或开发前准备阶段，恩施州乡村旅游多以半日到一日游为主；“六要素”挖掘不够，大多行政村利用村里优

美的风景和宜人的气候自发开发了农家乐和民宿，但“游、购、娱”项目较少，乡村旅游的带动作用受到了制约。 

吸引人才难度大。目前，恩施州乡村旅游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从事乡村旅游多为本村干部、村民，

少部分是外地打工回来建设家乡的人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建设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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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 

通过调研发现恩施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分为两类，一类是短期旅游者-恩施州内的旅游者，他们以 1～3天短期旅游为主，乡

村是他们休闲放松的场所，目的是体验农家乐和乡村生活，找回小时候的记忆或感受父辈们的生活；一类是来自州外的游客，以

武汉和重庆人为主，他们以避暑度假为目的。从恩施州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出发，结合市场，给出如下建议： 

一是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乡村的吸引力在于乡村文化、节庆活动、当地故事、本地歌谣、乡土气息、原生态环境、绿

色农产品、传统民居、观光农业等，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应以这些资源为中心。树立鲜明的乡村意象，确定乡村旅游主题，围绕

主题进行旅游产品开发。如“静坐将茶试、闲书把叶翻”的茶园、“人间巧艺夺天工”的民间技艺展示园、“春风和煦满常山，

芍药天麻及牡丹”的药园、土苗风情园、乡村研学基地、世外桃源鹿院坪等。 

二是要注重产业落地，形成产业链。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根本，乡村旅游的发展虽能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的收入，但要想

乡村长期更好的发展，需要产业落村，产业能够保障农民稳定的基本收入，为乡村旅游提供旅游项目，乡村旅游能带来附加收

入，壮大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这才是乡村和乡村旅游能够更好发展的保障。乡村旅游经营者要充分利用当地特有的农家

气氛及农事活动，使旅游项目贴近农家生活，营造出真正的“农家乐”。 

三是应注重人才的培养，乡村旅游的规划、投资运营、从业者都需要理解并懂得乡村旅游的“根”和“魂”。重视学校、当

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企业、政府及时反馈对人才的需求和现有人才状况，学校为乡村旅游发展输入人才和进行职业培训。

鼓励本地高校下乡活动，为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培训。如茶艺培训、农业生产培训、乡村故事讲解培训、旅游服务礼仪

培训、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培训、旅游产品营销培训等。 

四是制定政策留住人才，改善旅游服务质量。一是要制定政策吸引和留住专业的旅游人才，对在乡村工作的旅游类专业人才

给予相应的就业补贴和艰苦地区补贴；二是对于从事乡村旅游人才给予相应的技能补贴，如对导游、茶艺师、调酒师等技能或执

业资格证书相应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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