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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县市的旅游提升应务实避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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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旅游业发展已近半个世纪，仍

有一些县市属旅游后发者。它们拥有一

定的资源或区位优势，有的还获得全域

旅游发展示范区、省级旅游强县等称号，

但旅游氛围稀薄、接待量有限、经济效益

低、企业经营困难。

作为旅游后发县市，在新形势下，该

如何把握旅游的提升呢？

发展契合市场的乡村旅游

无论是旅游发达县市，还是欠发达

县市，乡村都是大有作为的开发领域，也

是大众休闲度假的主阵地。从全国旅游

消费升级的需求看，乡村旅游的提升是

当下大势。

◆应突出村容村貌的个性化 一些

外国游客喜欢中国的胡同街巷、四合院

落，感兴趣的就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记

和民俗氛围；桂林阳朔、黄山黟县、上饶

婺源的乡村旅游长盛不衰，靠的就是原

生态环境+古朴村落+民俗文化。说得

极端一些，只要村落有特色、有说头、有

看点，即使有一些荒草游客仍会觉得不

乏乡趣。一些传统村落原本都曾个性

鲜明，只是在随波逐流的改造中，不少

村庄消弭了特色，变得不土不洋、不城

不乡。

与之相反的是浙江省，近些年浙江

省对村庄开展景观性提升，制定相应标

准和考评办法，重点提升游客的好感好

评；最近又实施“未来乡村”工程，在内涵

上对乡村进行数字化、现代化提升。

◆应提升好“农家乐”业态 这类业

态已有几十年历史，各地发展高矮不一、

参差不齐，既有仍处初级阶段的，也有已

与国际接轨的，中间地带是最大部分。

长三角、珠三角、环大城市周边已有一些

高端“农家乐”“乡村庄园”，如湖州的荻

港渔庄、成都三圣花乡的“五朵金花”。

在推进这类旅游业态方面，作为旅游后

发县市应急起直追、加紧提升。一是要

实施旅游专业规划，按照专业要求进行

提升改造，不因陋就简、盲目模仿；二是

要有主题策划，强化主题导向，围绕主

题加以提升，比如丽水松阳县就有成功

实践，他们将榨汁熬糖的工坊兴建在甘

蔗田间，就是主题突出的农旅融合项

目；三是对应标准提升服务，以旅游餐饮

招待为例，就餐环境、餐具配备、餐食搭

配都应参考有关标准，而非过于随意随

机和草率凌乱；四是搞好环境卫生和绿

化美化，使接待环境和空间整洁卫生、赏

心悦目。

◆应适度发展特色民宿 民宿在全

国总体上已供大于求，但在旅游后发县

市还处草创阶段，关键是把握好特色、个

性、品类。兴建之前，要研透客源市场所

需，既要防止盲目模仿、随波逐流，也要

避免异想天开、随心所欲；应参透浙江湖

州、云南大理、海南三亚、浙江松阳等地

特色民宿发展经验，把赢得较高出租率

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应突出民宿个性

化与休闲惬意的特征，每家民宿都应做

专门设计、都应有个性和亮点，避免一两

家开发公司包圆全市县的民宿开发。

◆应着力把名优土特产品转化为旅

游商品 如荔浦芋头、广东梅干菜、浙赣

冬笋、江南春茶、云贵火腿，对外地游客

来说，不仅最为地道 ，而 且 价 廉 物 美 。

一些县市实施乡村自驾游“后备箱”工

程，开展乡村土货现售和网售，都是很

有见地和前景的。像旅游纪念品、旅游

伴手礼、旅游文创品，应立足当地资源

和物产，不模仿外地做派，不刻意做过

度包装，尽量呈现地域特色和文化。例

如伴手礼和文创产品，创意设计、简单包

装的土产或乡货往往最能打动人心。与

此相反，有些地方无视当地资源和优势，

抄袭性地搞了随大流的所谓文创，失去

了可贵的地域本色，如此开发便注定是

失败的。

开发硬核式的休闲康养

旅游业界有一个较普遍现象，每每

遇到观光资源优势不突出的县市，大多

建议发展休闲度假康养。殊不知，它们

与发展观光相比是更高级的阶段，相当

于让幼儿园孩童参与小学生的项目。

◆应摒弃空洞泛化的休闲康养理念

现在不少地方搞休闲度假康养，凭借的

只是阳光、空气、水、植被、负氧离子等自

然资源，所能开发的只是临湖垂钓、森林

漫步、足疗按摩、营养膳食之类的初级产

品。这种认识和实践，从专业角度看是

浅薄和幼稚的，属于明显的初级与粗放

发展阶段。当然，不排除也能接待一些

初级阶段的游客，但对多数较成熟的游

客而言，则需要高于当地普通农家的吃、

住、玩、消遣等具体业态。近些年，周末

微度假较红火的长三角地区，很多都已

提升了乡村旅游业态，而非依旧是原生

态的住农民房、吃农家饭、干农家活。

◆应主动贯彻行业技术和服务标准

一些旅游后发县市，由于旅游发展基

础、人才积蓄都很薄弱，普遍现象是摸着

石头过河，出现了不少旅游要素的错位

配置。有的声称将建设“国际旅游度假

区”“国家旅游健康城”，实际上仅是徒有

虚名。较为现实的发展方向，应是参照

省级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标准，进行必

备业态的开发和相关要素的选配，即使

短期难以全面达到度假区要求，也可开

发建设微缩版、精选版的度假小镇、度假

聚落、度假单元。

◆应积极开发多档次的度假产品

近 10 多年，候鸟式、旅居式度假在一些

地方蔚然成风。今后可在现有基础上，

推动开发更多档次的度假产品，适当

提升食宿和其他消费水平，满足更高

消费群体的度假需求，形成排浪式的

发展梯次。

◆应推动休闲康养专业化发展 现

在一些市县发展休闲康养，多是搞了些

较初级的业态，还应有更专业和核心性

的项目；不仅讲求有益于健康和养生，更

要能缓解或消除某些身体疾患。中亚国

家的一些客源到中国旅游，把体验针灸

视为中国康养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其独

特性。再以食疗对康养的应用为例，某

些地道食材有益于健康，关键一是怎么

对症施治，二是怎么科学烹制和服用。

专业的旅游康养应是对康养条件与医疗

技术的融合运用，并在康养临床中得到

有效果的验证。

用好新媒体和互联网平台

近 10 年，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快

速应用于旅游业，对旅游后发县市来说，

既有非常利好的案例，也有走弯路的教

训。用好这柄“双刃剑”，对市县旅游发

展很有现实意义。

◆要发挥互联网的长项功能 旅游

后发县市的多数客源来自当地和周边，

就决定了在节庆宣传、活动招徕、民宿预

订、土特产营销等方面，网络平台可作为

重要的营销工具，收到事半功倍的营销

效果。要积极引领旅游企业、小微电商、

个体经营者利用这个渠道，争做宣传营

销和直播带货的县乡“网红”。最大化地

发挥网络营销作用，要以货真价实、服务

周到为前提，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确保

资讯可靠、货品过关、投诉及时受理。

◆要做好智慧旅游的基本工作 无

论是管理经营者，还是旅游休闲客人，都

日益依赖网上信息。作为旅游后发县

市，未必急于搞“一部手机游全县”项目，

既没有太多产品和保障可供查询，也没

有必要耗费大量资金。还是要从当地实

际出发，首先搞好旅游网页的建设、维护

和更新，让远近游客能够便利地获取资

讯；要加强乡村公路、公共设施、餐饮网

点的上网，做到及时更新、准确导航；要

针对乡村旅游经营者网上营销的需求，

做好产品上网的数字化工作，确保便利

上网展示和带货直销。

◆要处理好市场营销与旅游开发的

关系 受“流量为王”观念的影响，一些

旅游后发县市惧于招商引资、开发建设

的难度，把重点放到“弄动静”“造响声”

上，频繁更新旅游官宣，热衷于参会参

展，跟风走、赶风潮，违背了旅游发展的

基本逻辑。国内外旅游发展的实践证

明，市场营销与产品建设是紧密对应的，

过分超前与加重营销并不能促进旅游业

健康发展，还是应该按旅游发展的常理

出牌。

◆要脚踏实地搞好旅游产品建设

我国旅游业发展到现阶段，弯道超车的

空隙已经很小，可以取巧的捷径也很难

找寻。宣传固然可以提升知名度，但旅

游要靠巧干+实干，开发产品与改善条件

是硬道理，否则只能望洋兴叹、裹足不

前。

以上所谈，是从比较全面和理想的

角度提出建议，具体的某个旅游后发县

市只能择善而从、因地制宜。一些县市

不具有发展旅游的明显优势，只一味着

做大做强旅游产业比较困难，但不等于

不能发展旅游、不能把某一类型的旅游

做好。由于各地资源条件不同、发展基

础不同、愿望强弱不同，迈出的发展脚步

也会有大有小，但只要立足当地实际，遵

循旅游发展规律，选择一个适当的目标，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有所收

获和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