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大旅游”战略。把黄山打造成 

“安徽旅游龙头 。华东旅游中心。中国旅 

游名牌。世界旅游胜地”是安徽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目标。要实现 

这一 目标 。就必须突破传统的观光旅游 

观念，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体验旅游 ，而 

发展乡村旅游正是贯彻这一发展思路 

的具体体现。 

一

、发展乡村旅游的可行性与必要 

性 

所谓乡村旅游．就是以乡野农村风 

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 目标 

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 自 

然等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乡村旅游 

即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旅 

游业 自身发展与演化的一个结果 ．同时 

也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 

途径 。 

1、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纵深 

推进呼唤乡村旅游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们发展经 

济、创造财富的巨大动力。然而 ，随着经 

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以及伴随着工 

业化而出现的大规模城市化的不断推 

进，人们发现，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 

生态环境恶化了．生活与工作压力加大 

了。发展经济的初衷与经济发展的结果 

并不一致，人们拥有了享受生活的物质 

能力却没有了享受生活的环境条件 ，要 

求返朴归真，回归自然成为人们内心的 

强烈呼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 

旅游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因 

此．发展乡村旅游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 

要，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2、实现旅游业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发展乡村旅游 

早期的旅游业一般属于观光旅游． 

其特征是产业关联度低 ，游客回头率 

低 ，收入来源比较单一 ，并易造成生态 

破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旅游业发展 

模式 ，也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旅游模 

式，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观光旅游逐 

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休闲旅游。在美 

国．人们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休闲，三 

分之一的钱用于休闲，三分之一的土地 

用于休闲。相对于观光旅游，休闲旅游 

不仅能带来更多的多元化收入，保持高 

回头率．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而 

且其产业关联度更高。能够带动更多的 

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使旅游业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主导产业。而乡村旅游正是 

休闲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休闲 

旅游的主要方式之一，有着非常广阔的 

发展前景。在旅游强国法国，乡村旅游 

成为三分之一的游人的选择．有四分之 

一 的旅游收入是由乡村旅游创造的。发 

展乡村旅游是旅游业保持可持续发展 

的必要选择。 

3、发展乡村旅游业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农 ”问题一直是关系重大而又 

矛盾尖锐的问题。能否解决“三农”问题 

始终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对 

于拥有 80％山地和 70％农村人 口的山 

城黄山市来说同样如此。发展乡村旅游 

业既为增加农民收入寻到了一条有效 

的途径。更为借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二、我市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 

黄山市地处皖南山区。有优美的自 

然景观、迷人 的田园风光和良好的生态 

环境；黄山市又是一个文化大市．曾孕 

育了灿烂的徽州文化，历史遗存遍布于 

城乡僻壤，造就了浓郁而独特的人文景 

观和风土人情。这一切都构成了发展乡 

村旅游的良好条件。具体说包括： 

1、资源优势 作为旅游大市。黄山 

市有着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在自然景 

观方面。除闻名遐迩的黄山外。还有以 

丹霞地貌和道教圣地著称的齐云山。保 

持着原始生态风貌的国家级 、省级 自然 

保护区“牯牛降”和“清凉峰”等。而体现 

江南山水风貌．展观良好生态环境 的江 

南田园风光更是无处不在。人文景观方 

面。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独树一帜的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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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成了徽商 、徽菜 、徽剧 、新安画 

派、新安医学、徽派金石 、徽派版画、徽派 

雕刻、徽派盆景、徽派建筑等独特的历史 

文化体系。而大量的保留十分完整的宋、 

元、明、清古村落 ，祠堂 、牌坊、居民、水口 

园林、塔 、桥等富有地域特色的古居民建 

筑和文化遗存更是比比皆是。据不完全 

统计 全市现有文物古迹 5000多处 素 

有“东南邹鲁”、“礼仪之邦”、“文物之海” 

美誉。徽派盆景、徽墨 、歙砚、万安罗盘、 

祁门瓷器、徽州漆器、竹编工艺等传统工 

艺制作，舞龙、舞狮 、叠罗汉，抬阁、目连 

戏、徽剧等古朴民俗文化，徽菜、徽州茶 

艺等特色饮食文化 ，祁红、屯绿、黄山毛 

峰、太平猴魁、贡菊、香菇、木耳、石耳、蕨 

菜、竹笋等闻名海内外的土特产。也极为 

丰富和独特。 

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厚而独特的人 

文景观构成了发展我市乡村旅游的最大 

优势。 

2、品牌优势 黄山市拥有世界遗产 

2处，世界地质公园 1处。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4处，国家地质公园 3处。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 1处，全国唯一的历史文化 

保护街区 1处。这些世界级的、国家级的 

荣誉构成了发展黄山旅游的金字招牌． 

也成为发展乡村旅游 的巨大的无形资 

源 

3、区位优势 黄山市地处长三角尾 

部 ，位于长三角经济圈和杭州经济圈边 

缘 ，是其休养生息，康体保健的后花园。 

而长三角则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活 

力的地区，是最现实和最具发展潜力的 

国内旅游客源市场。随着徽杭高速公路 

的开通，黄山市毗邻长三角的区位优势 

进一步凸显。而长三角经济结构转型带 

来的消费结构的变化(如大量的工薪阶 

层开始热衷于休闲旅游 )则预示着黄山 

市发展乡村旅游的美好前景。 

三、我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存在 

的问题 

(一)我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自20世纪 80年代 以来，特别是近 

年来，在黄山大旅游的带动下，以浓郁古 

朴的地域文化、原野景观和 自然风光为 

主体的乡村旅游得到了积极发展．取得 

了明显成效。 

经济效益上。据不完全统计。去年 

全市接待游客 81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 

入 50亿元，而乡村旅游游客接待量及旅 

游业收入约占全市总量的 38％和 29％． 

呈现了良好的势头。到 2004年底，游客 

接待规模从过去的几千人次／年发展到 

近300万人次，年。 

发展态势上。各区县先后打起了乡 

村旅游牌，做起了乡村旅游文章。有的区 

县如黟县更是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经济 

发展重要战略加以实施，努力打造旅游 

经济强县。西递、宏村、翡翠谷、棠樾、上 

丰等诸多乡(镇)村旅游竞相蓬勃发展． 

至今全市已有 3O多个乡村发展起了乡 

村旅游。 

品牌形象塑造上。西递、宏村成为世 

界文化遗产、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村：齐 

云山、花山谜窟一渐江等成为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唐模成为安徽省文明风景区。 

屯溪区黄山植物大观园、歙县上丰花果 

山村落生态旅游区、徽州区蜀源生态旅 

游区、黄山区芙蓉观光农业开发实验区、 

休宁县农业高科技示范园被评为首批全 

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这些地方成为在 

国内外具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乡村 

旅游卖点，成为闻名国内外的乡村旅游 

品牌 。 

基础设施建设上。先后投入 6．5亿 

改造乡村旅游公路．建成了屯黄际儒旅 

游公路，兴建大小 18处停车场 ，改建了 

农村电网，促进了农村卫生公厕 、自来水 

的改造，建成一系列旅游休闲接待设施， 

发展乡村旅游综合条件大大改善。 

资源保护和社会效益上。出台了《皖 

南古民居保护管理条例》等法规 ，建立了 

保护文化遗产村规民约：成立了世界遗 

产保护管理机构和城乡古村落古建筑开 

发建设保护机构，修缮了一批文物遗址 

景观。抢救了一批濒临损毁的文物古迹。 

兴建了一些文物博物纪念馆，人们自觉 

珍视资源、保护环境意识大为增强 ，资 

源、环境得到较好保护。优化了农业、农 

村经济结构和旅游产业结构 。改善了农 

村生活环境，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人们 

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焕然一新。农村面 

貌得到较大改观。 

(二)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市乡村旅游得到了一定发 

展，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 是没有统一的规划布局。资源环 

境存在一定破坏。缺乏总体规划．村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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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不同步，开发建 

设具有一定盲 目性。景区规模较小、景 

点较分散、产品大同小异，缺乏特色。缺 

少刚性约束机制，新建建筑大量使用现 

代建材 ．和当地的古朴建筑风貌及历史 

风物极不协调。农民建房一味追潮 ，不 

愿兴建徽派民居，地域文化本色和优势 

流失严重，资源、环境有一定程度破坏。 

二是旅游产品特色不鲜明，开拓市 

场能力不高。品牌特色和文化内涵氛围 

不够 ，乡土特色 、乡土优势未充分展现。 

旅游品位、档次不高，产品形式单一 ．拳 

头性品牌较少．产品形象不鲜明。宣传 

推介手段滞后．联动合作欠缺，未能形成 

整体促销优势．应有的资源潜力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农民适应市场、抵御风险 

能力弱，自主开拓市场能力低，依赖黄山 

风景区等著名景区景点吸引思想严重． 

客源 市场得不到广泛拓 展。 

三是旅游综合消费低 ，刺激经济增 

长能力弱。没有明确市场定位 ，乡村旅 

游 目前主要表现在观光上．经济收入上 

基本上停留在门票上 。游客综合消费水 

平不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限， 

农民增收速度不快。生活水平提高不明 

显。游客参与性旅游产品深度挖掘不够， 

加上娱乐设施及接待设施限制 ．游客停 

留时间短，少有过夜游客。 

四是投资能力有限，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政府主导作用发挥不够，有关部 

门思想观念落后，眼界不开阔，对外招商 

引资和引导民资投 资缺乏指导。投资需 

求远远滞后于发展形势。基础设施建没 

薄弱，交通滞后，连结乡村景区景点的旅 

游交通工具过少，进出自由度差。排污 

及自来水工程设施不足，村落旅游洗浴 

卫生、小公厕建设滞后，标准不高。旅游 

接待设施和信息服务设施落后。 

五是旅游市场管理不到位．服务质 

量不高。缺少有效管理体制、机制。旅游 

市场管理不到位．拉客、抢客、宰客等现 

象不同程度存在。环保意识较差，家禽 

家畜养殖管理落后。生活习惯不够文明． 

环境卫生状况欠佳。安全意识较淡薄，建 

房 、用电、用燃气等方面存在安全隐患， 

缺乏安全保障。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经营 

理念落后，注重眼前小利，对吸引客源至 

关重要的一些因素如特色 (农家风味)、 

环境(绿化美化)、服务(水平)缺乏足够 

重视．相互合作意识及大局意识不强。 

当然．山区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成 

本高 、四通八达的大交通条件还未形成 

等，也是制约我市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 

重要客观原因。 

四、促进我市乡村旅游发展设想 

发展乡村旅游业能促进农村经济结 

构调整。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促 

进农村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加快乡村旅 

游经济发展．有利于建设一个自然的黄 

山，生态的黄山，文化的黄山，文明的黄 

山，和谐的黄山。富裕的黄山。 

1、发展目标：围绕建设旅游大市和 

世界旅游休闲度假基地这一总 目标 ．从 

全市具备发展乡村旅游条件的村落中， 

遴选出 】oo个村作为市级乡村旅游发展 

试点村予以重点扶持，按照国家和国际 

性标准规划建设，形成若干各具特色和 

优势的乡村旅游村落群，努力把我市广 

大乡村建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国际 

性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基地。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上 ，保证乡村旅游人数和经济效 

益分别以两位数并高于国民经济 5个以 

上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 2010年旅游人 

数达到800万以上人次，经济效益占全 

市旅游经济总量的二分之一。 

2、发展思路 ：按照“保护第一、科学 

开发、依法管理、永续利用”的原则。切实 

注重对自然环境、生物的多样化和生态、 

文化资源的保护，抓好古村落的建筑及 

历史文化风貌和地域民风民俗的保存， 

科学处理好富裕后农民追求城市化享受 

和保持乡村旅游“乡、土”特色的矛盾 实 

现人与 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 

的和谐统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 

突出黄山在长三角 15+1大旅游经济圈 

中的特殊地位，依据周边城市交通、区位 

及旅游产品、旅游线路优势，依托自身的 

特色和优势，以特色乡村旅游推动农业 

产业化、工业化 ，建设乡村旅游观光和休 

闲度假村基地，生态农业体验和绿色食 

品生产加工批发基地，旅游商品 (纪念 

品)和会务(商务)礼品生产基地，艺术写 

生培训和康体娱乐基地。 

3、发展重点：突出发展四个特色板 

块．即立足历史文化村落景观和民俗风 

情特色优势，以西递宏村为龙头，将南 

屏、关麓、呈坎、闪里、万安等有关资源纳 

入其中，着力发展古徽州农村文化民俗 

风情体验旅游 ： 

立足自然生态、山水风光优势．以太 

平湖、牯牛降、新安江等自然景观为龙 

头，将清凉峰、九龙瀑、翡翠谷、情人谷等 

景区景点纳入其中．着力发展乡村观光 

休闲度假旅游 ； 

立足田园风光、山野情趣特色和优 

势，以黄山植物大观园、上丰花果山、蜀 

源生态旅游区等五个国家级工农业旅游 

示范点为龙头 ，着力发展农家乐养生体 

验旅游； 

立足新四军革命历史遗迹等红色旅 

游资源优势，以新四军军部遗址岩寺为 

龙头，将皖南泾县等地相关红色资源纳 

入其中整合，着力发展乡村红色旅游。 

4、发展步骤：在发展速度上，基本做 

到与“443”行动计划和黄山大旅游同步 

发展。大体上分三步走：第一步，2005年 

至 2006年，以建设 100个乡村旅游区为 

重点，加强相关基础建设和相关资源开 

发和保护，初步形成发展乡村旅游的框 

架。使 3A景区达到 40％以上 ．4A级景 

区达到 】O％以上；第二步，2007至 2008 

年，进一步巩固提高基础设施配套水平、 

管理水平和市场开拓水平．乡村旅游产 

业雏形形成。使 3A级景区达 60％以上， 

4A级景区达到20％以上；第三步．2009 

至2010年，乡村旅游市场培育成熟 ，客 

源充足，乡村旅游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农 

民收入大为增加．农村经济日趋繁荣，农 

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乡村面貌得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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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善 ，乡村旅游形象鲜 明．国际性乡 

村旅游休闲度假基地地位初步形成：3A 

级 景 区达 到 80％以上 。4A景区达 到 

40％以上。乡村旅游产业规模基本形成。 

5、发展措施 ： 

(1)普查资源，编制规划。对全市乡 

村人文景观、文化遗产、基础设施、生态 

环境等状况进行调查 ，形成旅游村落名 

录；通过本地申报 、专家评估的办法，按 

照独特唯一、科学布局、择优发展的原 

则 ，谨慎地选择典型村落进行乡村旅游 

示范。在《黄山市旅游发展总规划》指导 

下，编制乡村旅游发展子规划，对我市 

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科学保障。 

制定乡村旅游精品项 目建设计划，实现 

乡村旅游有序开发。对全市乡村旅游资 

源进行全面整合 ，精心培育乡村旅游产 

品，科学设计乡村旅游线路，力争在未 

来 6年内．建设 100个左右的乡村旅游 

区，形成一批乡村旅游精品 ，努力形成 

点线结合 、各具特色 、相互贯联的乡村 

旅游新格局。 

(2)制定政策，加大投入。制定扶持 

百村旅游发展政策 ，在财政、用地、规费 

减免、项 目审批等方面予以倾斜。利用 

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机遇 ，突出项 

旧硬支撑作用 ，加强旅游项目库建设， 

加大项 目争取工作，努力争取国家旅游 

国债项 目资金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投 

入。设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整合 

现有各种资金渠道 ，保障乡村旅游建设 

需要。采取积极性措施 ，吸引和激活“外 

资”和社会资本投资乡村旅游发展。 

(3)夯实基础 ，完善配套。利用国家 

有关政策和机遇 ，编制农村 乡村公路 

网，对属于重点示范村的实行优先发 

展，加快乡镇际、村际旅游公路建设 ，解 

决进出通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 

多种经济成分投资乡村旅游公路建设 

和旅游运输业。动员社会力量投资旅游 

餐饮 、住宿、购物 、娱乐 、信息等要素设 

施的建设 ，完善基础服务功能。大力开 

发地方特色旅游商品．大力发展特色餐 

饮业，带动整体经济发展。 

(4)突出个性，塑造品牌。以生态环 

境 中心 ，以徽风徽韵为特色 。强调 “精 

巧、雅致 、生态、徽韵”的个性化风格．结 

合国际标准打旅游产品。使乡村旅游产 

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品牌。加大 

优势产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自然遗 

产、非物质性及口头文化遗产的力度和 

强度 ，使黄山成为全球唯一世界遗产名 

类齐全地区。对全市乡村旅游资源进行 

全面整合。精心培育乡村旅游产品。科 

学设计乡村旅游线路。努力形成点线结 

合 、各具特色、相互贯联的乡村旅游格 

局。全面突出和确立旅游城市主体形象 

和黄山乡村旅游整体形象。 

(5)保护资源 ，永续 发展。按照“严 

格保护 、统一管理 、科学 规划 、合理开 

发、永续利用”的原则。切实保护好生态 

环境。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同样需要始终 

坚持“保护第一 、科学规划 、合理开发 、 

依法管理、永续利用”的方针，始终坚持 

可持续发展战略。切实保护好旅游资源 

和生态环境。搞好植树造林和荒山绿 

化、美化工程 ，使乡村旅游资源和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做到“人依然 、物依然、 

事依然，功效迥然”。 

(6)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借鉴国际 

国内有关先进经验 ，制定《黄山市旅游 

村落评价分级标准》、《黄山市徽州民居 

旅舍、乡村旅馆等级标准》、乡村旅游准 

入和淘汰制度等技术标准和有关规章制 

度 ，建立一套 乡村旅游发展标准和管理 

体系，实行规范化管理 。提高乡村旅游管 

理水平。鼓励正当竞争，严格奖惩制度， 

确保乡村旅游健康有序发展。 

(7)强化培训 ，提高水平。举办旅游 

技能培训和教育 ，提高旅游服务水平。 

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和管理者进行多层 

次、大规模的培训 。帮助村干部和旅游经 

营管理者掌握国家发展旅游经济的政 

策，提高发展旅游能力。长效化培训导 

游、服务员、讲解员等一线从业人员 ，加 

强对农民和农村青少年的教育和培训。 

编写和推广专门乡村旅游导游词和解说 

词，全面提高人员素质，提高管理服务水 

平，使乡村旅游发展走上标准化、规范化 

轨道。 

(8)加强领导，快速推进。成立高规 

格的乡村旅游发展工作领导机构，在市 

旅游经济发展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 

工作 。由市发改委、财政局、市旅游局牵 

头 。各区县及其它有关部门参与，形成全 

市上下齐抓乡村旅游经济的格局。加强 

各有关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促 

进乡村旅游经济加快发展。建立工作协 

调机制，落实相关责任，制定具体工作方 

案，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加强统筹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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