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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完成不同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旅游产业结构

优化变革。乡村旅游产业链包括农、林、牧、渔、以及

手工艺品等相关的加工企业；农家饭庄、果蔬采摘、文

化体验等企业；旅行社、营销策划公司等企业。乡村旅

游的发展，必须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历史传统文化。生

态宜居是振兴乡村的关键前提，乡村文明是振兴乡村的

文化保障。要提前规划生态环境游客最大承载力，科学

评估设施施工方案，强化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保持

自然资源富饶。要传承和发展乡土文化，文化是乡村旅

游的灵魂，人文资源璀璨，要充分挖掘文化内容，创新

文化展现形成，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

6、注重品牌建设，加强市场营销

精准定位，注重品牌建设。做好市场调研，结合技

术、管理、运营等经验，多方面研究自然资源、传统文

化背景、产品，塑造独特的品牌定位。品牌是重要的无

形资产，是一种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通过名称、标志

或商标设计，通过规范服务行为、美化服务环境来有效

展示。通过自媒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旅游平台（去

哪儿、携程）等投放宣传促销广告；利用口碑效应宣传

促销；利用公关、名人、会展、文化等公共关系进行促

销、营销；通过服务人员在度假区营业推广。通过理念创

新、渠道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共享创新、手段创

新、策略创新、管理创新八大创新来加强市场营销。

7、激发乡村治理力量，增强居民获得感

完善农民参与机制，让农民主动参与，运用自身的

劳动技术、所拥有的土地资源参与到乡村旅游经营开发

中，保证农民主体地位。完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各利

益相关者均衡分配，确保乡村旅游发展，提高农民真实

收益，农户、游客、企业和谐相处，增强乡村发展的内

生内力，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加强政府引导，协调

各方利益，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从经济上增

强居民获得感。加大技能培训、素质教育投入，提升居

民自我发展意识，转变思想观念，寻找发展契机。加强

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增强居民保护意识，激发乡村治

理力量。

8、提升游客忠诚度，推动可持续发展

加 强 游 客 依 恋 感 ， 增 强 游 客 满 意 度 ， 提 升 游 客 忠

诚度，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保持乡村真实的生活

方式和习惯，避免过度包装，客观真实的形象宣传；建

设居民、游客共享的休闲空间，传递乡村文化价值，加

强游客依恋感，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完善各领

域环节的服务规范、标准，提升服务品质；引进能人投

资，鼓励专业人士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完善接待体系，

利用现代技术，构建智慧旅游目的地，提升乡村旅游服

务质量，增强游客满意度。通过口碑、社交等营销，构

建乡村旅游品牌认知，提升游客忠诚度，促进乡村旅游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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