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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平衡发展。 ：～一一 ～～ ～ 一 一 一⋯～一 一 ， ． 

二、泰山旅游市场发展的对策 ： ， 。 

竺行 一⋯⋯ 秦皇岛乡村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要实现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
．
就必须采取科学的管理办 · ’一  。 ” 叮，。 。，一 

法．根据旅游环境承载力状况和旅游者数量及分布状况进行科学 · 一 ● 

调度，建立预防、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建立泰山主景区旅游： _张 峰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调控系统，就是根据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状况和旅游者数量： _马育倩 石家庄学院 
及分布状况而建立的一种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对这个系统的科学： -郭宏杰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实现对泰山主景区，特别是在旅游旺季的高峰期(如每年的： [摘 要】近几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市发展迅速，尤其是近郊的 

”五一．．、”十一． 进行实时雌及时处理可能发生的各； ： 慧,Jr 薷 ● 吉羼 聿 圣Il f押 丘作件l 口陋_暑篮甘 、短的仝而异 
种情况t实现预警与调节双保护。即一方面t通过系统的信息接：随之出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严重地影响我 

收、处理网络，及时监测泰山主景区各主要旅游线路及主要景点：市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做好乡村旅游的开发工作，已 
旅游活动状况、接待能力变化情况、环境生态变化、旅游者及泰 ：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城居民心理感知度情况．准确及时地反映出环境承载力的现状． 关键词】秦皇岛 乡村旅游 对策 

为管理机构及时做出正确科学的判断，为运用各种方式、方法保： 一．秦皇岛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 ⋯ ⋯ ⋯ 。 动以 ’
， 

、

嚣 
· 实行战略联盟t做大泰安旅游业 ：购物

、 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它起源于1885年的法国．19世纪 

当前，泰安周边各旅游区(景点)如徂徕山、天平湖、东平湖、：8o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目前乡村旅游在德国、奥地利
、 英国、法 

腊山、莲花山等旅游区已初具规模，但都各自为战，可在政府引：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走上了 
导下，利用泰山旅游集团的实力和影响力，运用市场和经济手：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 ～ ． ⋯ ⋯ ⋯ ⋯ ⋯ ⋯ ． ，， ⋯ ⋯ ～ ⋯  
· 秦皇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一流的生态环境，为乡村旅游的发 段

t 促使泰山旅游集团与周边景区(景点)合作t形成战略联盟t：展提 J蕃矣 I I O 主 i ■儿．、J ‘l，、 I ／＼ H，vL刀 H，J l 不：巴L‘U 0 J』 ，y I，cH】— l J w】，·'、 
共同开发t互惠互利t如实行通票制t盘活旅游资源t实现多元：已达七处。分别是集发观光园、望峪山庄、昌黎葡萄沟、董家口、 
化发展，彻底改变泰安传统、单一的 ”泰山旅游”模式，做大泰 ·板厂峪、鲍子沟和段家沟。这些乡村游景点分别以展示高科技集 

■  

安旅游业。 二约化农业游、水果采摘游、山水览胜游等形式展示着各自魅力。其 

。 ． +  ，。  ， 、 ：中，集发生态农业观光园是全国第一家高科技农业四A级景区，全 3
·

创建全国知名的旅游购物市场t促进旅游商‘产 品的销售： 盖 龙 ： 孟1 ■I l白 n， 、lVf 也 [ lH，q 1}] 口 I 巳IlI·h自■E ’7K‘ 、 l 
旅游商品既是旅游目的地形象的体现、延伸、传播的载体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渔家小院等乡村旅游点也已开始起步，不断 

也是诱发旅游者回忆的后续因素。泰安拥有很多享誉中外的旅游：完善。 

商品和当地特产，如泰山女儿茶、泰山石(泰山石敢当)、泰山： 乡村旅游对于加速农业结构调整，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墨玉、泰山赤灵芝、何首乌、紫草、赤鳞鱼，以及核桃、板栗、：建立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提高农民劳动力素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 

枣、 果等 尽管泰奶 砣 有两个旅游； 掌 董 麓 
购物地点(一个是天外村的购物商场，一个是红门附近的文化：金周期间秦市乡村旅游接待7．32万人次．收入8o．09万元，比去 

市场)，但经营效果并不理想，没有真正起到旅游购物的作用。：年同期分别增长63．1296~[]98．18％，分别占全市景区接待人数和 

因此，建议在济南至曲阜的1 o4国道旁，在桃花峪与天平湖附：收入的21·o3％~UlO．18％。乡村旅游正以其迅猛发展的势头成为 

近建设_爪大型’特色突出、功能齐全的全国知名的旅游购物；秦 言 村旅游发展问题分析 
市场 t该市场既可作为游客住宿、休息 、中转的集散地 t也可 面对目前旅游市场需求不断更新和日益多样化趋势

． 秦皇岛 

成为泰安旅游商品和当地土特产交易市场。市场内汇集泰安各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也面临许多问题。具体主要体现在：促销手 

种旅游产品及当地特产于一起，通过制定合理价格，完善经营：段单一，宣传力度偏弱。旅游产品单一，产品开发深度不够．旅 

管理秩序．使之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及商家，促进旅游产品及：游知名度不高。环境意识淡薄与不文明旅游行为并存。这些问题 

当地土特产品交易的重要髓带动泰安农村经济和旅游经济；嗽 纂 聪品牌效鹾 
的发展。 ：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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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中普遍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 资源与 

资金没有形成有效合力．乡村旅游普遍存在规模小．经营者品牌 

意识淡薄的现象。片面强调对乡村自然资源的开发 而忽视了乡 

土文化 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开发以及对乡村旅游文化狭义和片 

面的理僻 ．忽视了对农村其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普遍缺乏规划和策划．许多乡村旅游项目盲目上马．开发 

中城市化倾向明显 

由于资金缺乏 没有对旅游资源进行论证、规划和策划就匆 

忙上马．开发中只重规模．不讲质量．粗制滥造，许多乡村旅游 

开发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只考虑当前 不顾长远 有的乡村旅游 

开发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此外部分乡村在开发乡村旅游时．人工 

痕迹过于明显．农村旅社建成高楼大厦 城市化倾向严重．影响 

乡村旅游的特色。 

3．乡村旅游人才匮乏．经营方式单一 管理混乱 

由于乡村旅游的开发和研究均处于较低层次上 针对乡村旅 

游的经营管理人员相对较少 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缺乏系统有效 

的培训。乡村旅游管理人员往往由村干部兼任和由当地缺乏管理 

旅游业的技能的农民担任。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与低素质乡村旅 

游经营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相矛盾．乡村旅游处于粗放经营．形 

成轻管理、低质量、低收入的恶性物循环中．严重制约了我国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 

4
．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单一 开发产品特色少、雷同多 

目前国内乡村旅游多集中开发休闲农业和观光农业等旅游产 

品 而对乡村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资源的开发重视不够。此外．还 

存在乡村旅游产品雷同多．缺少特色产品．整体接待水平偏低．配 

套设施不完善等现象。除了采摘旅游者参与比较多外 旅游者参 

与程度不高。而且活动往往比较初级 只是在满足城市来的对农 

村一无所知的旅游者的好奇．使其对于农村生活不再陌生．还不 

能满足旅游者休闲的需求。 

三，秦皇岛市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 

1． 政府引导．规范管理 

为确保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政府在给予一定的税收、土地 

使用和宣传推广等政策倾斜措施的同时 加强对市场环境的规制。 

包括协助成立行业协会、鼓励农民或经营者成立民间团体等。推 

进旅游村的信息化建设．加强乡村旅游的培训工作。规范市场秩 

序．实行年审和淘汰制度。强化行业自律．避免恶性竞争。为加 

快乡村旅游开发 政府还应投资建设 改造公共性基础设施．尽 

快改善接待条件．完善服务功能。疏通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实 

现无障碍旅游。 

2统一规划 ．提高产品档次 

目前全国各地城市近郊都在花大力气发展乡村旅游．争夺客 

源的竞争空前激烈。仅靠乡村旅游的口碑宣传和散发传单是难以 

持续发展的．要通过系统规划．有机整合乡村旅游资源 认真科 

学地策划好旅游开发项 目。同时还要加强文化内涵建设，以乡土 

文化为核心．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品味和档次。加强乡村旅游的 

文化内涵挖掘有利于改变目前乡村旅游产品结构雷同 档次低的 

状况。 

秦皇岛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各县区都有较鲜明的资源优 

势．例如昌黎的地秧歌、葡萄．青龙满族自治区的青山秀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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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业很有潜力。在集发生态观光园等 
一 些现代科技农业观光产品中．可以加强传知授教的教育内容 

使游人通过旅游获得现代农业科技知识j增加参与型旅游产品的 

开发 为游人提供参与活动的充分空间 以适应乡村旅游市场日 

益扩大的需求。 

3．保持本色．显现特色 

乡村旅游最主要的特色是简约质朴的田园风光 但是经营农 

户都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去理僻城市游客的需求。经营者往往将乡 

村旅游点建设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追求急功近利使得最受城市居 

民青睐、喜爱的乡村风貌、乡情野趣大受影响．甚至荡然无存。据 

此 对乡村旅游的开发．要注意保持乡土本色 避免城市化倾向． 

强调天然、闲情和野趣 ．努力展现乡村旅游的魅力。 

现有的许多乡村旅游产品还处于低层次的经营水平上．旅游 

产品质量低、类型单一、低层次重复开发 旅游活动项目千篇一 

律．缺乏趣味性和参与性：不少乡村旅游难以为继。所以必须对 

现有乡村旅游产品进行深层次开发或提升 ．强化经营的特色和差 

异性．才能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求。这是旅游活动能否吸引游客 

的保证．也是旅游经济的生命所在。昌黎葡萄沟可以充分将当地 

的葡萄酒产业优势与旅游业有机结合．开发出葡萄酒旅游．允许 

旅游者游览参观葡萄园、酿酒厂和产酒地区等景点．并且还可以 

参加包括制酒 品酒、赏酒、健身 美食、购物等一系列特色娱 

乐活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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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尤为重要。但多数乡村旅游业的经营者目前对乡村旅游的 

内涵、本质归属尚不十分清楚。因此．在开发经营中缺少对生 

态环境营建和对传统文化恢复与保护的意识。秦皇岛大多数乡 

村旅游点依然存在着重设施建设轻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管理上 

尚未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与方法。针对这种状况 政府应统一规 

范和管理 ．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邀请专业人士，定期培训 

经营户和服务人员．提高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在乡村旅游集中的 

地区安装地下管网排污和修建垃圾站。突出农村天然 朴实 绿 

色 清新的环境氛围 强调天趣、闲趣、野趣 尽力展现乡村旅 

游的吸引魅力。 

乡村旅游业是一项新的产业．必须要制订一整套发展计划 ． 

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相结合的道路．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挖 

掘民族文化中丰富的营养．才能持久而兴旺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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