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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景区的环境和资源，同时也要考虑提高游客舒适度

等因素，达到保护资源和舒适度并重的目的。最后，发

放有效的旅游休闲许可证。只有拥有有效旅游许可证的

人员才可以进入旅游景区，同时要定期按照景区建设标

准进行检查，以保证进入景区的游客质量，减少对景区

资源的破坏。

2、合理利用

积极引进和推广可持续旅游模式。注重生态环保、

文化传承和社区参与等方面的内容，提高旅游资源的开

发利用效益，实现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双赢，推动

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创新发展。例如，可以大力

挖掘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资源带动自然资源，打造具

有黄河观光、山地观光度假等多维旅游功能的文化生态

旅游片区。

（二）实现旅游产品差异化

1、类型差异化

根 据 不 同 地 区 的 资 源 特 色 和 文 化 底 蕴 ， 通 过 挖 掘

当地的文化、历史、自然等特色资源，制定差异化的生

态旅游发展策略。例如，沿海地区可以重点发展海滨旅

游，山区可以重点发展山地旅游，而平原地区则可以重

点发展农业观光等。

2、活动内容差异化

创新旅游产品和业态，通过引入创意农业、休闲度

假、民宿经济等新业态丰富生态旅游的内容和形式，满

足游客的不同需求。例如，可以开发研学旅游、养生养

老等新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培育特色精品民

宿品牌，打造乡村节会品牌，推出一批乡村必购名品；

开展乡村旅游服务品质提升计划。

3、文创产品差异化

开发特色民俗文化及特产，创新文创产品。要突出

山东省本地的民俗文化内涵，要深入挖掘最本质、最具

特色的文化，在保持本地原有的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创新

设计纪念品。要与现代化的设计相结合，进行乡村生态

旅游纪念品的创新，以加深旅游者对山东省生态旅游的

良好印象。

（三）完善生态旅游市场管理体制

1、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与转化

加 强 区 域 协 同 发 展 和 推 动 生 态 旅 游 资 源 的 生 态 价

值实现与转化。首要任务是巩固基础、防止生态环境恶

化，通过治理污染腾出环境容量和创造未来发展空间；

然后加强对生态产品质量管理和维护，通过人力资本投

入 提 升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 通 过 人 力 资 本 创 新 生 态 旅 游 管

理、生态旅游精品路线和生态旅游品牌，提高生态旅游

景区整体规划和统筹协调能力，提升生态价值转化和生

态旅游产品营销能力，从而推动生态资源价值转化。

2、人才规范培训管理

政府、旅游部门要加强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管理

培训，聘请专业人员对经营户进行指导，引导经营者学

习先进的旅游管理运营经。同时，为推动农村旅游可持

续发展，加强与有实力的旅游企业合作。提高村民的文

化素养、旅游知识素养，从而增加就业技能，吸引更多

的群体参与乡村发展。提升本地居民的综合素养，强化

村民上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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