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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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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摆脱城市间的喧嚣，一时问，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成了城市游客的时尚，乡村 

旅游目的地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常州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虽已取得不少成绩，但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 

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提出一些建议 ，以促进常州乡村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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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在奔波于生活之余 。痛恨着都市污浊 

的空气 、刺耳的噪音 、拥挤的人群 、还有紧张的工 

作和虚伪 的人际关系。于是逃离钢筋水泥、回归 

自然，期望到乡野中 ，寻找真山真水真情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心声 ，乡村旅游越来越受到都市人的青 

睐 。 

国内，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它在特殊 的旅游扶贫政策指导下应运而 

生，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 尚处于初期 阶段 。我国 

各地的乡村旅游开发均 向融 观光 、考察、学习 、参 

与、健身、休闲、度假、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 

展 ，其中国内游客参加率和重游率最高的乡村旅 

游项 目是 ：以“住农家屋 、吃农家饭 、干农家活、享 

农家乐”为内容的民俗风情旅游 ；以收获各种农产 

品为主要 内容的务农采摘旅游 ；以民间传统节庆 

活动为内容的乡村节庆旅游 。 

一

、乡村旅游的概念与来源 

乡村 旅 游 的“乡 村 性 ”是 核 心 。 因 此 可 以这 

样给乡村旅游定义：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以 

具有 乡村性 的乡村 自然和人文景观为旅游 吸引 

物 ，以城镇居 民为主要 目标市场 ，通过满足旅游者 

的休闲、求知和回归 自然等多种需求 ，而获取经济 

和社会 效益 的一 种旅 游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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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在 国外 已有 40多年 的历史 ．开展得比 

较成功的多是一些欧美发达 国家。20世纪 60年 

代初 ，当时的旅游大国西班牙把乡村的城堡进行 

一 定的装修改造成为饭店 。用 以留宿过往客人 ，这 

种饭店称为“帕莱多国营客栈”，同时，把大农场、 

庄园进行规划建设 ，提供徒步旅游 、骑马、滑翔 、登 

山、漂流、参加农事活动等项 目，从而开创 了世界 

乡村旅游的先河 。以后 ，乡村旅游在美 国、法 国、波 

兰、日本等国家得到倡导和大力发展。1995年 ，美 

国农村客栈总收入为 40亿美元。1997年 ，美国有 

1800万人前往 乡村 、农场度假 ，仅在美 国东部便 

有 1500个观光农场 ，在西部还有为数众多的专门 

用于旅游的牧场 。目前，法 国有 1180万多户农家 

建立了家庭旅馆 ，推 出农庄旅游 ，全国 33％ 的游 

人选择了乡村度假 。乡村旅游每年接待游客 200 

万 ，能给农 民带来 700亿法郎的收入 。相当于全国 

旅游收入的 1，4。在欧美国家 ，乡村旅游已具有相 

当规模 ，并 已走上了规范化发展 的轨道 ，显示出极 

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二、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开发价值 

我国是一个地域十分辽阔、 自然条件极为复 

杂的传统农业大 国，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历史源远 

流长 ，农业资源非常丰富多彩 ，独具特色 ，具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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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突出的开发利用价值。我国农业资源主要具有 

以下旅游开发价值：其一是观赏价值。旅游者运用 

感官可以领略 自然美景 、获得赏心悦 目的审美感 

受。具有观赏价值的农业资源很多，在乡村 ，无论 

春夏秋冬 、晨 昏昼夜，青 山绿水还是茅舍炊烟 ，只 

要细心体味 、感受，就能发现 田园处处有美景，处 

处有意趣 。其二是体验价值 。旅游者在乡村旅游 

过程中，不仅领略田园风光 ，而且能直接参与农耕 

活动 ．体验生机盎然的农村生活景象。不论是溪 

畔垂钓、茅舍沽酒 、篱下采菊还是枝头摘果 ，都使 

都市旅游者倍感新奇、兴趣盎然。第三是教育价 

值。旅游者通过参加农耕、采摘等活动，了解我国 

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多彩的传统农业文明 ，学习 

农业生活技艺。既丰富了阅历又增长了见识，达到 

悦神益志的境界。与此同时，还体验到了田园生活 

之闲趣 。陶冶了情操 、净化了心灵，体会 到劳动成 

果来之不易 。使 自己更加珍视农 民的劳动成果 。 

尤其在现代 的生活环境下 。都市人往往希望到乡 

村用身临其境的方式教育后代 ，促其健康成长。 

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 目的地时 。也可以比照 

以上 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开 发 ，找准切人点 ，不是 

追求面面俱到，一定要有特点。找准消费群体 ，不 

是所有消费者都能感受到茅舍炊烟的美 ，要能针 

对特定 的顾客群的偏好来进行开发。 

三、常州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发的情况 

2005年 5月 。“横 山桥镇五一村”成为我市第 

一 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从此我市 乡村旅游就 

以一种超常速度异军突起。 目前 ，常州 已有 7个 

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 ．示范点数量位居全省前 

列 。今年还有 6家单位正在积极创 建 ，其 它正在 

建设中的农业示范点有 5O多家 ；溧 阳环天 目湖 、 

武进沿太湖乡村旅游产业带正加快形成 ；市休闲 

观光农业协会 ，目前 已发展会员 49个 ；与此同 

时．乡村旅游 以其朝 阳特色吸引了众多民营企业 

跨行业发展。武进嘉 源房地产公 司投资 3o0O万 

正在建设 占地 2oo亩的农家风情园。溧阳民营企 

业家沈祖富 ．则准备投资 5亿元打造集名优农产 

品生产 、生 态旅游 观光 于一体 的。江苏最大 的农 

业示范园区。2005年 ，全市全年接待市 内外乡村 

旅游游客 7O多万人次 ，其中仅今年“五一 ”期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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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农业旅游示范点及各大农庄 即接待游客 7．6 

万人次。 

四、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 是对 乡村旅游的内涵认识不足。许多经营 

者误 以为乡村旅游就是普通的观光旅游 ，因而不 

顾宝贵的 自然资源和乡村特色 ，大兴土木 ，甚至 

变更土地用途 ，建园造景 。这种做法既破坏 了乡 

村原有的良好 自然生态环境 ，浪费了宝贵的农业 

资源 ．又扭曲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本质和 目的。实 

际上 ，乡村旅游作 为农业与旅 游业相结合的产 

物 ，其发展一定要 以农业为基础 ，要有实质性 的 

和相 当规模 的农业内容为依托 ，这既可以保证农 

业生产效益 的实现 ，又可以促进旅游业 的发展 。 

否则 丢了农 业抓旅游 ．无异于缘木求鱼 ，必将得 

不偿失。另一方面 ，旅游者本身对 乡村旅游的认 

识也处在一个 较片面 的阶段 。休 闲度假意识不 

强。去年 8月武进交旅推出畜牧养殖场——果 园 

(采摘 )——茶场 ，獭 兔园——奥金鳄鱼 园 ，牟 家 

村——横 山登高等 3条精 品线路 以来 ，采摘线路 

持续火爆 ，而其他两条线路却是平平淡淡。 

二是许 多旅 游项 目规模 小 、层 次低 、特色不 

明显。一些地方在发展乡村旅游时，没有将乡村 

旅游资源 的开发纳入 区域旅游 开发的大系统进 

行统筹安排 、全面规划。而是任由经营者进行盲 

目的投 资与开发 ，出现 了重复建设的现象 ，导致 

资源开发 的形式单一 、水平不高、特色不强 ，乡村 

游不像乡村游而更像是庄园游 ，现代化商业气息 

太浓 ．没有老百姓期待 中的农家质朴本质。具体 

的接待点基本以现代化宾馆为主 ，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农家 。价格也缺乏竞争力 。而农村真正的农 

家又很少具备接待旅游 团队的条件。 

三是市场营销方式单一 。常州现有 的 7个全 

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 ，能说清楚 的非业 内人士的 

常州人人数很少。光凭旅行社写明路线和报价的 

简单广告 、游客的 口碑相传 ，其效果是 不可能做 

大做强的 ，应该要采用多种营销方式 ，即便是广 

告 。也应该有多种形式 。另外 乡村游的资源很多 

是依托 当地的农业优势 ，游乐和观光资源一般是 

公共资源 ，经营者提供 的只是“游”的配套设施 ， 

旅游产 品的整体 向外推广 营销是一个 大手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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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是一个系统性工作。在经营者各 自为政的情 

况下 ，这项工作只能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 

四是人才缺乏，经营管理水平低 ，服务水准不 

高。我市 目前的乡村旅游项 目．大都是在一些村 

镇 和农 户 的基础 上发展 起来 的 。随着 乡村 旅游 的 

开发 ，这些农户和村镇领导 自然就成为了这些旅 

游项 目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显 

然缺乏相应的管理知识和能力 ，因而制约 了乡村 

旅游的发展。另外，对景点的服务缺乏统一标准 ， 

各景点的卫生 、服务、住房 以及 收费往往 相差悬 

殊，游客无法放心地人住和游玩。 

五、建议与对策 

1．政府充分发挥引导作用 。协调好旅游部门 

和农业 、林业、文化、宗教 、乡镇 等部门的工作，有 

序指导。政府和金融系统要统筹资金 。尽可能帮 

助解决 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和x,-J-~b促销的宣传经 

费 ，帮助解决农民起步难的问题 。今年 7月 由政 

府牵头 ，多方参与的“农家游 -在常州 ”论坛 ，为常 

州 乡村旅游 目的地开发做了一件实事 。 

2．以“农”为核心 ，以差异化提升景点吸引力。 

乡村旅游项 目的核心价值和独特卖点是 “农”字。 

只有做深做透“农 ”字文章 ，乡村旅游才有差别化 

竞争的实力 、才有区别于一般 的吸引力 。为此一 

要力求保持乡村的原态 ，再现原汁原味、古朴古老 

的乡村 自然环境 ，如南 山竹海 里独特的野 味特色 

就是很吸引人的。二要把与农事相关的生产过程 

展现出来。“农家乐 ”不能简单地办成农业的静态 

“博物馆 ”，而是要 办成活生生 的农业生产过程的 

“演示场”。比如 ，水车不 能简单地放在陈列室里 ， 

而是要放到田头 ，并且转动起来 ；犁不能躺在室内 

墙角，而要架在牛背上走一遭 ，甚至要让游客亲 自 

扶着 、犁出一道沟来，体验农夫的感觉。三要真正 

让人体验到真实的农家生活 ，吃到农家饭、品到农 

家菜 、住到农家院、干到农家活 、娱到农家乐 、购到 

农家品。 

3．统一服务标准。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 

的方式 ，多渠道提高从经营者到一般服务员的从 

业人员素质 ，同时相关职能部门不妨也对农业休 

闲游景点划分星级 (类似酒店和风景区的星级1。 

根据各景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 (如规模 、卫生条 

件 、硬件设施等1划归相应星级 ，使游客根据各景 

点的星级 ，就可以有个大致的判断和了解。 

4．加大宣传和营销力度，提供更加便捷的服 

务。很多人并不了解 乡村游的景点 ，这就有必要 

利用各种媒体开展有 针对性的宣传 ，提高知名 

度。同时 ，各旅游景点应该提高 自身的服务水平 ． 

充分利用“口碑效应”。旅游景点也要成立专 门的 

营销部门促销 。另外，为游客获取各种景点信息 

提供方便 ，如景点资料的获取 、订房 的多种选择 

方式(电话订房、网上订房等)，为游客提供可订制 

的旅游线路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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