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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组织要促进文旅融合，健全乡村旅游发

展产业体系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发展要充分做好市场调研、

目标游客分析等工作。充分吸引周边游客，提升其重游

率。依托乡村历史文化，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项目

和 产 品 。 ⑨如 开 发 “ 乡 村 旅 游 + 文 化 ” 文 创 基 地 、 乡 间

工坊，“乡村旅游+美食”美食村、美食街，“乡村旅

游+教育”户外亲子课堂等产品，使乡村旅游产品的创

新从“低、散、小”走向“新、聚、大”，真正实现产

业融合。农产品开发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

创新，将创意分别导入农产品“种植、加工、包装、营

销”等各环节，形成产品美学价值，产生更高附加值，

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农产品竞

争性，进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⑩注重乡村旅游体验性

和互动性。如灵武市崇兴镇中北村利用村里近百年的桑

树，举办桑葚文化大集，吸引游客体验乡村文化。乡村

旅游要有乡愁这一重要的文化体验，让游客体验自然风

光和田园趣野这些乡村之美，体验内心的乡土情结。不

断 丰 富 乡 村 旅 游 新 业 态 。 如 以 宁 夏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为 主

线，连线成面，做好深层次的开发和研究，打造各市县

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也

带动乡村其他产业发展。建设镇村史馆。镇村史馆建设

过程中，向村民征集过去的老物件、老照片、老证件等

等，展现每个乡村的独特魅力，也让绵延的地方历史文

脉得以传承。

（三）从业人员要树立意识加强学习，提升乡村旅

游服务水平

乡村旅游从业者要避免只追求短期效益，乡村旅游

项目开发要在精致化、精细化、精品化上下功夫。定期

开展乡村旅游相关的技能培训、技能比赛、考察交流等

活动，推进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再教育，提升服务意识。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把乡土风貌、传统文化

与现代旅游需求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于本土特色优势资

源、文化异质性，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如农家乐的特

色菜、民宿的特色体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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