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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成为
最具活力增长点

文
脉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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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政策的
双重驱动下，乡村旅游在全国如火如
荼，花海、木屋、民宿、乡村游乐等产
品不一而足。《广东乡村旅游大数据
分析报告》显示，广东乡村景区产品
已有近 2000 个，乡村住宿类产品近 2
万个，其中乡村民宿约 4000 个，乡村
餐饮类产品 6 万多个。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我们
也应看到，有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也有不少投资失败的案例。

当前乡村旅游四处开花的原因
在于门槛低——种点草莓或鲜花，利
用现有鱼塘建几个木屋，就可以开
业。但门槛越低，越容易面临过度竞
争。如果开发方式只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最简单地利用资源，则很
难成功。有些项目因为农产品单一，
经营的季节性很强，有些项目则内容
不够丰富，或主题不够鲜明，或盲目
跟风搞“网红景观”。此外，有些项目
不重视夜景、夜生活、特色客房，不能
从景区向度假区升级，仅局限于门票
经济，也导致效益不高。

综观那些成功的乡村景区，多数
已走向乡村度假，走向产业融合、“农
文旅康”联动的乡村综合体，它们抵
御风险的能力也更强，经济收益也更
加多元。从中也不难发现，乡村旅游
的 成 功 ，需 要 把 握 好 五 个“ 度 ”：高
度、特度、丰度、精度、热度。

举例来说，珠海岭南大地建成国
家级田园综合体，是做“高度”；肇庆
猫爪谷景区围绕猫做文章，建设猫咖
馆、猫博馆、招财猫殿、猫主题客房、
猫文创街等，是做“特度”；顺德长鹿
农庄做精细节，内容众多，是做“精
度”和“丰度”；清远黄腾峡和古龙峡
建设多项吉尼斯纪录的玻璃桥，则是
做“热度”。

乡村旅游还需实现六个“好”：好
看、好吃、好玩、好健康、好舒服、好
有名。有些景区一个“好”都没有做
到，自然结局不佳。

面对激烈竞争，乡村旅游主体要
积极运用八种武器：主题化、网红营
销、整合资源、互动体验、夜经济、IP、
文创、康养。

对投资企业而言，对于乡村旅游
的内在规律要加强学习和研究，对困
难则要有充分准备，要加大人才团队
建设力度，提高营销和服务水平，努
力打造乡村旅游精品，共同推动广东
乡村振兴。

国人对故土山水总有一种特别悠长的眷恋。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的今天，“记住乡

愁”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精神需求。

乡村旅游的发展，近年得到了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全国范围看，广东的乡村旅

游不仅发展起步较早，且资源丰富独特，有着别具岭南风格的复合文化底蕴。

当前，广东正在以乡村旅游为重点发展全域旅游，并把“粤美乡村”作为六大全域旅游品牌之一

加以重点打造。分散在全省各地的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文化和旅游特色村以及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旅游风情小镇，已然成为都市游客青睐的岭南乡愁体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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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要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农文旅的融合发展方向已成为共
识。将在 6 月中旬开业的江门蓬江
区杜阮凉瓜田园综合体，打造了这样
一个全新样板。

据悉，该田园综合体项目分为两
期，核心区集中在杜阮镇的龙眠、龙
安、杜阮、上巷 4 个行政村，规划面积
超 2 万亩。在体验内容上，围绕农业
生产及景观绿化，建设了游赏体验
区、农业生产区、文旅养生区、湖畔风
景区、健身绿道等，同时打造了杜阮
凉瓜现代农业发展示范轴、特色农业
休闲体验区、农业文旅生态协调区
等，融入了农事体验、田园养生、民俗
文化等元素，将现代农业、加工体验
及休闲旅游有机结合，真正实现农文
旅“三位一体”。

而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该综合体还打通农产品
销售最后一公里，并统一了杜阮凉瓜
生产技术标准，通过与乡村旅游线路
等业态连线成片，添加地方特色美
食、餐饮等元素，构建起凉瓜主题全
产业旅游链。

对此，广东省旅游协会执行会长
王硕朋表示，农文旅融合将是新的发
展趋势，以佛冈的特色农产品为例，
虽品质好、性价比高，受到不少游客
的喜爱，但此前当地农户受销售及推
广渠道限制，即便卖出去，附加值亦
不高。为此，今年熹乐谷将结合当地
特产与传统美食，推出系列农产品，
打造特色农文旅融合产品系列，以寻
求更具发展后劲与生态文化内涵的
乡村旅游模式。

业内人士认为，通过农文旅融
合，可充分挖掘乡村旅游的生态及文
化内涵，并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
高乡村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发挥积极
作用。推动乡村旅游振兴发展的根
本目的，则在于努力使农耕文化与现
代文化和谐交融——让都市客人能
随时、随心地回归美好田园生活，而
生活在乡村的人也能同样感受到时
尚、现代的社会主义新生活。

农文旅融合
“农”字要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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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的成功
需要把握五个“度”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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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不只提供居住更提供立体体验

恩平歇马举人村登上《新闻联播》
佛冈熹乐谷“五一”营收超800万元

国画启蒙学堂、舌尖上的非遗、
汉服霓裳古村行、赏百万朵簕杜鹃
……2021年“五一”前夕，在江门恩
平市圣堂镇的歇马举人村办了一次
大型乡村文化旅游节。在“五一”假
期，这个有近 700 年历史的古村将
原汁原味的岭南古村风情与兴学重
教的地方民俗及非遗文化、当季花
景共冶一炉。活动不仅吸引了来自
珠三角多地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而且还一举登上央视《新闻联播》。
歇马举人村建村于元朝至正年

间，因历史上曾培育出285名举人，
被称为“中国第一举人村”。同时，
它还拥有一连串名号：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广东最美丽乡村、广东省历史文化
名村、广东省旅游特色村……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自从亮相
《新闻联播》，原本寂静的古村陡然

间热闹起来。如今每至周末，都有
不少家长带孩子来感受田间野趣、
沐浴治学之风，一些年轻人则穿上
华丽的汉服，徜徉在古村巷陌间，
定格穿越时空的画面，享受着一段
静谧的古村旅拍时光……

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旅游规划
设计专家陈南江看来，众多乡村能
否从共性中找准个性，同时以群众
容易理解的方式活化原有文化，正
是乡村旅游成功与否的关键。“面
对激烈的竞争，不少乡村都在积极
运用主题化、网红营销、互动体验
及 IP、文创等多样‘武器’来打造独
家特色。”

位于清远佛冈县汤塘镇的熹乐
谷温泉度假村，今年五一假期五天
的营收总额超 800 万元。统计显
示，2021 年截至目前，该度假村营
收已突破 9000 万元。如此强大的

“吸金”能量正得益于熹乐谷丰富
多元的乡村旅游业态，以及聚焦年
轻客群的精准定位。

熹乐谷非传统意义上的温泉度
假村，而是集山顶度假酒店、温泉、
水世界、自然探索研学基地、无动

力乐园、民俗文化村等多项业态于
一体的新型乡村度假综合体。苦心
经营的“春可赏花踏青、夏可玩水
嬉戏、秋可农耕研学、冬可泡温泉”
四季游览体验，不但平抑了温泉景
区的淡旺季游客曲线，即便是平日
与周末的客流量亦相差不大。

据广东省旅游协会执行会长、
熹乐谷文旅创始人、董事长王硕朋
介绍，景区有一半以上客源是年轻
人，为此度假村主打“山谷里的生
活”，为城市里的年轻一族打造了
一个慢节奏、可体验乡愁的理想家
园。除了设置众多时尚炫酷的“年
轻派”网红场景，这里还不时引入
各类音乐节、艺术展、读书会、诗歌
节、厨艺比赛等文艺活动，“不少游
客都是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
么多不同的惊喜。”

正如暨南大学旅游规划设计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旅游研究所
所长梁明珠曾指出，广东乡村旅
游的可塑性极强，且早已走出“玩
农家乐、吃农家菜”等初级阶段，
走出了独特的路子，已形成丰富
的产品和业态。

谈乡村旅游，不能不提民宿
业。《文化和旅游业助推乡村振兴
的工作方案（2019-2020 年）》提出
的重点任务中，也提到依托良好生
态环境、绿色农业基础和浓厚人文
底蕴，大力培育乡村精品民宿，要
在全省重点打造一批乡村民宿集
聚区，培育区域民宿群品牌。

资料显示，近五年，广东省民
宿数量呈爆发增长趋势。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省民宿客栈数量
已达4.5万家。

在乡村民宿成为乡村产业振兴
以及农民增收致富新途径的过程
中，民宿同样成为展示和传承农耕
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
载体，文化内涵既是乡村吸引城市
人群的要素，更被视为民宿发展最
重要的生命力。

米墅·稻田野舍温泉共享营地
创始人苏海通说，通过挖掘稻田文

化和农耕文化，打造稻草文化广
场、稻田特色景观、放牧区、百果园
采摘区、认种认养等项目，使米墅
受到了一大批城市客户群的喜
爱。在他看来，“乡村民宿不仅要
提供居住，更是一种立体式的度假
产品，要满足不同客人的视觉、味
觉、心理等综合性的体验。”

但若褪去“乡村美宿”的颜值
滤镜，也应看到其存在的发展短
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旅游规划
设计专家陈南江认为，目前全国
各地的乡村民宿统一存在规模
小、功能单一、季节性强、区位偏
等诸多短板，为此，应以联动周边
农田、乡村为策略，将乡村民宿发
展为体验度丰富的旅游目的地，
同时打造自身的独特主题与卖
点。“总的来说，乡村旅游产品应
从单一旅游业向产业联动发展，
逐步转型升级。”

乡村民宿不仅提供住宿，而且越来
越注重游客综合体验，图为清远的一家
网红民宿 刘星彤 摄

广州花都北迹露营1号 刘星彤 摄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疫情防控大
背景下，大众旅游消费进一步向绿
色、生态、健康发展，当下乡村旅游
的火热程度非比寻常。

据乡村旅游监测中心测算，今
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
次接近 10 亿，乡村旅游总收入
3898 亿元，较 2019 年一季度均有
所增长。乡村旅游成为中国旅游
业最具活力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

乡村旅游也是近年来广东发
展全域旅游最重要的板块。携程
数据显示，今年 3 月，其平台乡村
旅游订单较 2019 年增长 349%。
今年“五一”假期，乡村旅游成为各
大旅行社省内游板块人气最高的
主题。广之旅打造了一系列农旅
融合主题的乡村振兴旅游线路，带
领游客直达农产品原产地，用创新
且接地气的游玩模式突出乡村游
的“原乡色彩”，收获了不俗的市场
反响。业界认为，通过创新乡村游
方式，实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同时亦
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的《广东省乡村
旅 游 提 质 升 级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19-2020 年）》中，广东提出将重
点打造“粤美乡村”旅游品牌、丰富
乡村旅游文化内涵。方案支持将
农村地区地域特色文化、民族民间
文化、优秀农耕文化等合理有效融
入乡村旅游，推广“乡村+节庆”

“乡村+文创”“乡村+演艺”等乡村
旅游发展模式，通过丰富乡村旅游
的内涵体验来推动其提质升级。

从全国范围看，广东省的乡村
旅游资源堪称丰富独特，有着别具
地方风格的复合文化底蕴。

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气
候、地理、尤其是滨海等自然资源相
对独特，四季可游览时间较长，农作
物、农产品更为丰富；同时，分布于
全省各乡村的文化历史资源杂糅了
悠久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
化、雷州文化等，内涵层次更显丰
富。各地乡村生产及生活方式、民
风民俗以及文化传统无不为广东乡
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

景与资源支撑。
广州从化的生态休闲游，深圳龙

岗的客家民居风俗游，汕头澄海的潮
风侨韵乡村休闲游，韶关仁化的阅丹
美丽乡村游，梅县松口的南洋古镇乡
村游，肇庆广宁的竹乡风情游……从
类型看，可分为乡村体验类的农家
乐、农场、果园、菜园；生态类的生态
风光、田园风光、乡村公园；文化类的
古村古镇、民俗村、特色村镇、文创/
艺术博物馆、古驿道；户外活动类的
户外基地以及温泉康养等健康养生
类、纪念馆遗址等红色类。

数据显示，广东现有32个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202个文化和旅游特
色村、15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和50
个旅游风情小镇，它们是游客青睐和
向往的岭南乡愁体验地。乡村旅游
正在成为广东居民常态化的假日消
遣方式、幸福生活标配，乡村旅游在
全民出游中的占比也在持续增加。

以广州为例，今年春节期间共
接待乡村游客 589.01 万人次，占全
市游客接待比重的54.20%，乡村游
游客在广州历年黄金周接待游客所
占比例首次超过五成。

丰富文化资源提振广东乡村旅游

游 客 穿
汉 服 在 恩 平
歇 马 举 人 村
打 卡 拍 照
受访者供图

广东乡村旅游把诗意栖居描绘成卷，构筑美丽精神家园

粤美乡村，为人们留住乡愁

广东乡村游，“吸睛”又“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