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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旅游业发展特点与要求

理解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价值



一、理解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价值

1.为什么？——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

乡村缺人气、缺活力、缺生机；

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

产业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足；

农村传统价值观失落；

乡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



2.是什么？——重塑新型城乡关系

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

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3.怎么走？——融合发展

融合

要素融合

深化农村改革

产业融合

壮大集体经济
农业与互联网融合

推动农村信息化发展

城乡融合
推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

功能融合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产融合

增强发展功能



乡村振兴与旅游有关的10种业态

10种业态

农家乐/
洋家乐

乡村博物馆/
艺术村

高科技农园/
教育农园

乡村营地/运动
公园/乡村公园

国家农业公园文化创意农园

休闲农场/

休闲牧场

乡村庄园/

酒店/会所

市民农园

乡村民宿



二、新时代旅游业发展特点与要求

目的地
时代

互联网
时代

产业融
合时代

创新
时代

促进全域旅游

延长产业链条

力求科技引领

实现创意创业



思维与范式变革，旅游科学发展观的演进将开创全民思辨新境界

社群与价值交互，旅游市场微主体的壮大将重塑产业新生态

跨界与产业融合，旅游目的地建设的质变将引领全域发展新局面

数据与平台孵化，旅游创新与服务的升级将加速经济新增长

技术与智力需求，旅游研究与教育的增效将掀起实践新浪潮

资源与产品聚变，旅游投资与消费的扩容将激活市场新空间

分享与连接一切，旅游体制与机制优化将营造发展新环境

互联网背景下的新思维



三、旅游脱贫中的问题与思考

1.共享经济下乡村旅游脱贫问题的思考

乡村旅游脱贫内涵的多维性

乡村旅游脱贫区
域的全方位

乡村旅游脱贫路
径的共建性



2.数字经济下乡村旅游运营模式问题的思考

乡村旅游主体数字脱贫与运营模式

乡村旅游数字平台
建设与运营模式

运营模式数字化
管理与制度创新



3.创新经济下乡村旅游创业问题的思考

创业主体与机会

创业形式与效果 创业制度与政策



4.休闲经济下乡村旅游市场开发问题的思考

乡村旅游产品创新

乡村旅游市场细分 乡村旅游整合推广



5.绿色经济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

绿色生产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绿色消费与乡村旅
游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数字发展
与绿色发展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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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与启示

案例1河南郝堂村内置金融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内置金融是指在农村村社组织的内部置入以

资金互助合作为核心的金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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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发展集体经济，培养村庄

发展的内生动力，巩固村社共同体，促进村社综合发展，改善村

社服务及治理的重建村社共同体的实验。到2013年，经过四年多

探索，郝堂村通过发展村社共同体内部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使农

民土地财产权益经内部融通得到了体现，实现了村庄内部信用“

变现”，内置金融成为了培育村社共同体发展的动力，以及村庄

修复重建、村社共同体发展的载体，帮助改善了村庄老年人生活

，解决了村民“融资难”问题，提升了村支两委的凝聚力。



经验

发展理念
带动引领

规划团队
精心打造

环境生态
整治优化

历史文化
传承发扬

内置金融
创新驱动

政策体系
保驾护航

宣传营销
配套跟进

经济产业
保障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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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陕西袁家村严格管理助力乡村旅游脱贫致富

袁家村从一个贫困村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村，

2007年以来先后建成了融关中作坊、关中民俗、关中

小吃、关中杂耍等于一体的康庄民俗街、小食一条街

、酒吧一条街、回民街、祠堂街等，形成了著名的关

中印象体验地休闲旅游品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在

环保、绿色、生态发展理念指导下，将一个环境受污

染的村庄变成了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



村两委班子狠抓管理，强化引导，

在有形要素打造上细致入微

村两委班子理念超前，
强化设计，在无形要
素培育上温馨暖人

村两位班子严于律己，
内外兼修，在品牌共
鸣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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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注重品牌内
涵的塑造和

传播

注重理性与
感性交叉作
用的威力

注重特色主
题的设计和

建设



案例3日本中札内村乡村旅游品牌化发展实践

通过以当地的农业生产资源为基础加以整合开发，打造出
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业品牌，之后通过农业品牌产品的营
销和推广，打造出属于农业品牌原产地的农村品牌，再
由农村品牌来吸引外来游客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
品牌。同时，乡村旅游品牌的影响力也能带动当地的农
村品牌和农业品牌知名度的提高，从而达到品牌之间的良
性互动，有利于农户和参与企业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农村
生产资料的进一步优化配置，也有利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
入和形象提高。



做法

塑造“有机农业”
品牌，实现农产
品增值

提出“农业生
产地也是美丽
生活地”，打
造生活景观

积极推广农业产
品和地区品牌

坚持可持续
发展，积极推
行政策扶持



重视产业
集群化

重视产品
特色化

重视管理
科学化

重视营销
多样化

重视可持续
化发展

启 示



以网络的技术识别乡村旅游各异的共趣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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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共享的思维分享乡村旅游强大的市场潜力

以创新的政策引领乡村旅游不同的供应主体

以有效的管理保障乡村旅游优越的服务品质

以融合的产业创造乡村旅游丰富的产品体系

以多样的人才确保乡村旅游持续的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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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资讯，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南开徐徐道来”



感谢！请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