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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从化乡村旅游现状和发展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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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 广东从化 市概况 出发 ，对其 乡村旅游发展状况进行SWOT分析。然后根据分析情况提 出从 化 乡村旅 游 

的主要发展类型 ，并针对现存 问题 ，提 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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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区为活动场所，利用乡村独特的自然 

环境、田园景观、生产经营形态、民俗文化风情、农耕文化、农舍 

村落等资源，为城市游客提供观光、休闲、体验、健身、娱乐、购 

物、度假的一种新的旅游经营活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力地 

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实现了农村 

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中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本文以从化市为例，讨论 

其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关问题。 

1．从化概况 

从化市地处广东省中部，广州市东北面，珠江三角洲到粤 

北山区的过渡带，属广东省县级市，归属广州市管辖。市境东 

面与龙门县、增城市接壤，南面跟广州郊区毗邻，西面和清远 

市交界，北面同佛岗、新丰县相连。从化市属半山区，自然景观 

多姿多彩，地理环境呈多元化的特点。全市地势自北向南倾斜， 

东北高，西南低，地形呈阶梯状 ；属南亚热带季候风气候 ，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 

2．从化乡村旅游 发展 的SWOT分析 

1．1 优 势 

1)政策规划优势。广州市旅游业发展规划中，力争将广州 

建设成影响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化旅游中心城市”。 采取的 

主要举措之一就是重点开发广州市北部山区帽峰山森林公园 

等旅游休闲度假工程建设。广州市目前正在重点开发的八大 

旅游度假区，其中半数坐落于从化。这为从化市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生态旅游等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2)地理位置优势。有中国大都市“广州后花园”之称的从 

化，风光旖旎的流溪河纵贯全境，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全市拥 

有100多个湖泊水库 ，180多万亩青山，森林覆盖率达68％，素有 

“北回归线上的明珠”和“都市桃园”之美誉。 

3)原生农业文化底蕴丰厚 ；自然生态资源丰富，人文景观 

资源可嫁接性良好。从化山、水、林、果、泉、湖为特色的山水文 

化资源十分丰富。除驰名海内外的从化温泉外，从化还拥有被 

誉为 “第二庐山”的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有国家AAA级景 

区——广州抽水蓄能电站旅游度假区，还有石门国家森林公 

园、流溪温泉度假区、钱岗古村落等大批著名景点，是旅客生 

态游、探古游的绝佳选择，每年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游客。 

41从化农特产特色突出，知名度和美誉度高。从化是“荔 

枝王国”，是著名的荔枝之乡，全国荔枝生产基地之一。宋代苏 

东坡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传世诗句，著 

名散文作家杨朔的《荔枝蜜》更是脍炙人口，令从化荔枝名扬 

天下。同时还有杨梅、火龙果等特产。 

5)历史文化悠久。从化历史悠久，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

。 从化现在保存下来的古村落、古建筑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建 

筑，这些丰富的文物见证着岭南文化和从化文明的智慧与成 

长。广裕祠、五岳殿等7个景点被列为省或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其中广裕祠还在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亚太地区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奖第一名，这是中国目前获得的文化遗产保护最高奖 

项。从化的古村庄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日益吸引着游人纷至踏 

来。 

6)旅游需求旺盛，潜在客源市场充足。随着广州和周边城 

市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新会展中心、新机场的建成以及高速公 

路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市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对乡村旅游的需求将不断增长，假日经济和都市人 

健康消费需求快速提升。 

1．2 劣势 

11从化乡村旅游尚缺少长远规划，开发中存在一定短期行 

为。旅游产品类型单一、内涵浅薄、缺乏个性和深度。目前来看， 

主要是以私营果园采摘为主要经营项 目。 

2)缺乏鲜明的目的地形象。乡村旅游遍地开花，没有塑造 

鲜明的目的地形象，难以吸引到潜在游客。 

31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滞后，可进入性需要提高。制约从 

化市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基础设施落后，因此导致 

了接待能力低，接待水准不高。一定区域范围内缺少必要的医 

疗点和医疗设施。一些古村落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游览价 

值，但在可进入性方面比较置后，道路交通建设需要改善。 

41营销宣传力度不够。尤其是在旅游目的地整体宣传上欠 

缺，单个的以私营农庄为主的宣传不能营造从化乡村旅游的整 

体形象，限制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的提高，难以吸引到 

更多旅游者。 

5)从化乡村旅游以农户自主式开发为主，规模普遍较小， 

经营者品牌意识淡薄 ，产品缺乏影响力，在市场方面缺乏有效 

的推广手段与能力。在经营理念上和游客需求之间存在差距。 

6)政府监管和整体调控有待加强。政府在乡村旅游的发展 

中应该起到统筹作用，能够为本地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总的方向 

和调控，同时对乡村旅游各景点经营情况等进行监督，使其在 

经营质量、服务态度、活动项目等方面进一步改善。 

1．3 机 遇 

国际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和国内乡村旅游不断升温，同时 ． 

面临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机遇；周边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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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断增多，人们对返朴归真 、回归 自然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 

强烈；从化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1．4 挑战 

一 方面面临来 自周边省市乡村旅游产品的竞争以及外来 

文化的冲突与同化；另外过度开发带来的城市化倾向和资源环 

境的破坏，降低了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3．从化乡村旅游主要发展类型和方向 

在对从化乡村旅游资源全面评价以及从化乡村旅游发展 

综合分析的基础之上，借鉴国内外乡村旅游的成功发展经验， 

本文对从化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以下主要产品发展类型和方向： 

1)乡村品尝体验区。以美食和体验为主，通过参与性的活 

动达到身心愉悦的目的。通过“采摘游”、“美食村”等来体现，如 

大丘园农庄、从化良口镇杨梅园等都是供游客采摘品尝的好去 

处。 “食在广州，味在从化”。要打造从化的餐饮品牌，除目前 

征集评选出“从化五道菜”以外，还要为从化特色美食进行宣传 

造势，提高知名度。 

2)乡村特色康乐型。从化是远近闻名的温泉之乡。从化温 

泉位于广州市东北部，离广州75千米。自古有“从化温汤好，岭 

南第一泉”之盛名。区内目前发现有泉眼12处，最低温度36~C， 

最高温度达71℃。因而从化发展特色康乐游具有先天的优势， 

而且利用从化温泉的知名度可以带动其他乡村景观的发展。 

3)乡村生态旅游型。从化拥有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石门 

森林公园、从化联溪生态旅游自然风景区等生态旅游资源。其 

中流溪河森林公园还是全国十大森林公园标兵之一。随着国际 

森林旅游业的发展 ，生态旅游已成为当今绿色消费时尚，越来 

越多的人在节假日抛开嘈杂的都市生活，涌进生态旅游区。从 

化要把握好生态环境优良的天然条件，打好“生态健康游”的品 

牌。 

4)乡村休闲度假型。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产品应作为开发 

重点之一。如三百洞定向越野生态度假区，集健康性、趣味性、 

锻炼性、商务性、休闲性、娱乐性、竞赛性为一体，满足游客在休 

闲度假方面的要求。从化还拥有从化温泉宾馆、凯旋宫、碧水 

湾、温泉高尔夫球场等一批较高档次的休闲度假酒店，足以满 

足旅客休闲旅游的需要。 

5)古村落文化遗产型。此类型主要是以古村落、古遗迹为 

主，其功能主要在于欣赏古迹，同时具有一定的科考价值。中国 

的传统古村落在旅游市场是一颗“新星”，潜力无穷。目前不少 

中国古村落，如湖南的张谷英村，安徽徽州的宏村、西递村等， 

都已闻名海内外。从化历史上遗留下许多古村落和古遗迹，如 

钱岗古村、大江埔村、钟楼古村、溪头村、神岗龟嘴明清古渡头 

等。其中广裕祠还在2003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 

化遗产保护奖第一名杰出项目奖。 

6)科普教育型。世界上最高的北回归线标志塔和世界上最 

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是从化乡村旅游科普教育基地。科普之 

旅，在陶冶身心的同时还能启蒙开智。在这里，游客能更直观地 

感受到天体的运行与 四季交替，看到抽水蓄能的现代科技如 

何鬼斧神工般地使能量守恒定理变成源源不断的电能。 

4．从化 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在乡村旅游所带来的拉动效益日益明显、政府也非常重视 

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和许多地方一样，从化乡村旅游存在 

着许多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外部环境上看，容易造成产 

品雷同、竞争激烈；从内部环境来看，乡村旅游市场需要进一步 

规范和制度化。针对从化乡村旅游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 

下发展对策。 

4．1 政府引导，协会制约 ，规 范管理。 

乡村旅游产业因为其不成熟性、其公共产品性质和外部性 

效应不明显(如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和旅游营销活动在很大程 

度上需要由政府来承担)，需要政府的扶持。一个地方乡村旅游 

的经营特色、服务质量、文化品位等，任何局部的印象都会带来 

游客对整个地区乡村旅游的肯定或否定。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和 

职能管理部门为广大游客的利益 、当地经营户的利益 、旅游地 

健康发展的长远利益进行积极引导和规范管理。从化政府要建 

立健全有效的管理体系。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明确责任，制定 

出相关管理办法或条例 ，如可以学习欧洲发展乡村旅游的经 

验 ，推行乡村旅游品质认证制度。对乡村旅游的规划审批 、经营 

管理、安全管理 、环境卫生等方面进行规范与监督，引导其逐步 

走向行业协会自律管理。 

4_2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 和改造 。 

加大资金投入，重点加强道路、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建 

的力度。尤其是对于广裕祠等古村落景观，道路水电等基础设 

施的建设涉及到能否将潜在游客接纳进来。在食宿设施建设 

上 ，要注意旅游环境和厨房、餐具、卧室、浴室、厕所、水池等接 

待设施的卫生标准。但应该注意乡村旅游设施的档次不能走高 

低两极端，既不能一味追求高档次，也不能过分地追求所谓的 

“原汁原味”；既不能忽视了舒适也不能不符合卫生的要求，更 

不能低质量、低品位，否则它就失去了乡村旅游的味道。同时要 

注意设置消防、卫生、防灾设施，以确保游客人身安全。 

4,3 宣传促销旅游 ，开拓客源市场。 

一 是要利用各种宣传媒体进行宣传促销。制作宣传片，推 

出系列报道。有针对性的大量发传单、小册子、图册，定期把资 

料发到各大单位；在交通要道上增加宣传图画；二是要树立典 

型，产生示范和鼓励作用；三是要塑造整体形象，形成鲜明特 

色；四是利用节庆或开展系列活动进行宣传。邀请国内外领导 

人，有关组织的负责人，各大媒体参加，展示从化的风采。从化 

市目前开展了“荔枝节”、“李花节”、“杨梅节”等，取得了一定的 

宣传效果，但影响范围还不够大。五是与旅行社建立良好合作 

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城市的旅行社建立合作关系，向其推荐好 

的旅游线路。六是建立乡村农村旅游产品网络。电子商务代表 

了今后旅游活动的发展方向。收集一定资料 ，制作乡村旅游网 

站，并设立网上预定系统 ，以促进从化农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4、4 加大培训 力度 ，提 高管理 水平和服务水准。 

乡村旅游形式的创新和乡村文化的挖掘需要具有专业的 

旅游人才队伍，可以组织乡村旅游管理人员到外地成功景区参 

观取经，也可以组织人员到大专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进修培训， 

还可以组织智囊团进行策划。如从化广裕祠仍交由村民管理， 

有关部门应派人专门到其他地区学习古建筑的保护知识，以协 

助村民进行 日常维护。另外，必须进行教育培训和强化培训， 

强化旅游服务意识，这是增强从化乡村旅游业整体素质的重要 
一 环。通过定期举办旅游技能培训和教育，提高乡村旅游整体 

的接待服务水平，并在掌握服务技能中强化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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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岭南文化 开发旅游商品 

余 蓉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 511450 

摘要 ：广东旅游业在 高速增长的同时，旅游商品却呈现滞后状 态。而能体现 当地文化特 色的商品最能吸引游客 ，广 

东旅游商品重在融入岭南文化，本文试图将广东有开发前景的旅游商品分为六大类，并阐述 了如何在旅游商品中体现 

岭南文化特色。 

关键词 ：岭南文化 旅 游商品 

享有“旅游大省”美誉的广东 自2004年走出SARS阴影后 ， 

旅游业呈现高速增长，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均超过历史同期 

最好水平。在看到骄人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关注，广 

东旅游商品发展滞后 ，旅游购物创汇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比 

重较小 ，国内旅游者购物消费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旅游商 

品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商品状况也直接影响旅游 

者对旅游过程的满意度及旅游点的形象。目前广东省旅游商 

品的落后状况，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广东省旅游业的发展，也与 

广东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作为全国旅游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 

根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在北京、天津、上海 、广 

州、武汉五地对1000人所作的专项调查问卷显示：在影响旅游 

商品购买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该商品是否具有特色，而 

什么样的商品才称得上有特色呢?调查结果显示，59％的被调 

查者认为沉淀历史底蕴的传统旅游商品才称得上是特色商 

品，46％的人认为旅游商品必须能真正代表、表现当地的文化 

特色。而广东省旅游商品却存在着日渐单调、老化、萎缩的状 

况 ，对游客缺乏吸引力，“旅游纪念品大多不姓广”，难以体现 

广东特色，游客在游完之余很难买到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 

而广东最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即是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在 

旅游商品开发中。融入岭南文化，突出岭南特色，既是对广东 

珍贵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是改变广东旅游商品落后状况的有 

效途径。 

1．岭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区的交界处，横亘着越城 

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庞大的山脉，俗称“五 

岭”。五岭山脉以南的地区称作“岭南”，主要是指广东、广西地 

区。五岭山脉是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宛如一道天然 

屏障，将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隔开。在岭南这片广阔的地域 

里，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以及 自然地理环境 

的多样性和历史进程、经济发展的复杂性的影响，使这一区域 

的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地方特色，即“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是在南越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会了中原文化 

和西方文化，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和地 

域特征的文化 ，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是最具特色、最活跃的区 

域文化之一。悠久的历史文化特色，鲜明的地域特征，渗透到 

文化艺术、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处处表现出鲜明 

的个性。如博大精深的的饮食习俗、富有特色的岭南园林与古 

建筑 、丰富多彩的民间节庆、源远流长的粤剧与广东音乐 、独 

4．5 挖掘文化 ，凸显特 色。 

目前全国各地城郊都兴起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如果千篇 

一 律，粗制滥造 ，只会造成停滞不前。发展乡村旅游关键在特 

色。从化乡村旅游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规划和发展，如以 

特产美食或者乡村文化遗产为特色，走特色致胜的路子。同时 

要防止乡村旅游发展的城市化，在开发中要注重对原汁原味的 

乡村本色进行保护。从化市以广裕祠为代表的古村落旅游景观 

突出，要在从保护为主的前提下 ，将广裕早I4与钱岗村的进一步 

开发利用提上议事日程，将广裕祠与钱岗村打造成一个生态与 

历史文化遗产相结合的乡村旅游景点。 

4．6 加强监督管理 ，保护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是以生态观光农业为背景或载体 ，生态环境是乡 

村旅游的生存之本。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要注意资源开发与环境 

保护协调的问题，防止旅游开发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坚 

持在旅游资源开发中“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要强化农民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和乡村旅游产 

业教育。要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农村村级组织和行业协会的作 

用，把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同时，要处理好乡村 

旅游所带来的污染问题 ，经常性地对开展乡村旅游的地区进行 

卫生、环境和治安的监督管理等。对于古村落景观，尤其要处理 

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注重人与村落的和谐进步、人与乡村文 

化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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