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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视角下乡村旅游模式的研究探讨及经验启示
——以甘肃省康县乡村全域旅游为例

当前，我国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乡村旅

游正在悄然兴起。虽然乡村旅游在欧洲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但在我

国目前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乡村旅游作

为农业和旅游业的交叉型产业也越来越受到各级

政府的重视。全域模式是乡村旅游发展中一种新

尝试。这种开发模式对促进多产业融合 , 城乡协

同发展 , 全体居民共同参与 , 充分利用该区域自然

人文资源，推动乡村旅游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以甘肃省康县为案例对象 , 对全域旅游

模式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措施进行归纳

总结。并以此探讨该旅游模式在内蒙古地区乡村

建设及精准扶贫等方面的可靠性。

一、乡村全域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一）自然经济条件

康县隶属甘肃省陇南市，位于甘肃省东南

部，西秦岭南麓，陕甘川交界地带，自古以来就

是进陕入川的重要通道。康县城关镇距离陇南市

120 公里，全县总面积 2958.46 平方公里，耕地

31.26 万亩，人均耕地 1.77 亩，属亚热带向暖温

带过渡地带，全县辖 14 镇 7 乡、350 个行政村、

61926 户、20.2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7.61 万人。

康县气候温润宜人，山灵、水秀、谷幽、林

茂、飞瀑、流泉、茶园、竹林自然融合，构成了

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从北到南无山不青、无水

不秀，被称为“陇上江南”。康县是长江上游重

要的水源涵养区，物产丰饶，是中国核桃、有机

茶、黑木耳之乡，中国生态绿色名县 ; 是北方有

名的中药材产地、人类宜居健康养生长寿之地。

近年来，依托自然资源的有利条件，康县全力建

设打造美丽乡村和开发原生态绿色乡村全域休闲

旅游产业项目。

（二）乡村全域旅游发展历程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提出“打造美丽乡

村升级版、建设生态旅游大景区、发展乡村旅游

大产业、开辟具有康县特色的脱贫之路”的发展

战略，坚持把生态旅游、乡村休闲旅游与精准脱

贫相结合，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向乡村休闲旅游

转化的蝶变效应，促进了全域乡村休闲旅游快速

发展。2016 年，全县乡村休闲旅游共接待游客

109.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62.1%，乡村旅游综合

收入 21852 万元，同比增长 46%。

二、全域旅游的经验措施及创新模式

康县坚持把全县作为生态旅游大景区来规

划，把每个村作为景点来打造，全面推进全域美

丽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开发。

( 一）培育原生态乡村绿色休闲旅游

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县 350 个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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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甘肃省康县乡村全域旅游模式进行了深入调研，分析探讨了全域旅游模式的发展状况及经验

措施，在此基础上得出具有创新思路的结论与经验启示，以期对内蒙古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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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整合资源，分年建设、整体推进，目前

已初步建立美丽乡村 262 个。在建设过程中，注

重保护乡村风貌，不搞大拆大建，不砍树、不埋

泉、不挪石、不毁草，加强古村、古街、古楼、

古坊的保护，复原醋坊、酒坊、豆腐坊、水磨坊

等土制做法，利用名胜古迹培育菩提花园、天马

佑民、魁星楼等生态旅游景点，赏的是原生态的

景，踩的是仿生态建筑，提升了景区档次和品

味，维护乡村地区文化的独立性及乡风民俗的原

始性。

（二）建设全域乡村旅游示范点

康县着力打造以花桥村、凤凰谷、大水沟、

何家庄、桂花庄等为代表的原生态绿色休闲乡村

旅游模版，建设旅游培训基地、游客服务中心、

房车营地和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在全县已建

成休闲旅游村 50 多个，分别成立了村办旅游公司

或协会，进一步提升了全县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

和标准，完善景区景点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

施，推进 4G 网络与全域 wifi 景区景点全覆盖。

（三）着力打造三百里生态旅游文化风情线

按全域景区理念，坚持 5 年，春季栽、四季

管，在境内三百里国、省、县道公路沿线统一规

划，栽植竹子、银杏、杨柳、松柏等各类花卉绿

化树木，建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景观风情线，建

设具有历史沿革的亭、廊、小径、休闲健身广场

等旅游重要节点 28 个，串联美丽乡村 69 个，形

成了南北贯通的乡村旅游线路。

（四）提升乡村全域旅游文化内涵

根据不同的人文历史资源，着力推动乡村历

史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生态

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如康南自然风光与男

嫁女娶民俗的融合、康中休闲观光养生与农业体

验的融合、康北茶马古道风情与古村古街的融合

等，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增强了美丽乡村休

闲旅游的文化内涵和魅力。

（五）完善旅游产业要素

着眼提升旅游服务接待能力，2015 年以来在

全县 12 个乡镇 36 个村实施了“十村百户千床”

乡村旅游示范工程，2016 年又实施了“十村百户

千床”二期工程，共发展农家乐和农家客栈 308

户，有效解决了吃住等问题，全县乡村旅游接待

能力水平达到了较大的提升。

（六）完善了五种旅游扶贫经营模式

把发展乡村全域旅游作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户增收的重要抓手。一是“政府引导＋公司运营

＋农户（贫困户）联动”模式，二是“协会 + 农

家客栈 + 农户（贫困户）”模式，三是“支部 + 双

联单位 + 公司 + 农户（贫困户）”模式，四是“能

人大户 + 企业 + 贫困户”模式，五是“互联网 +

电商 + 乡村旅游 + 产业开发”模式，这些创新模

式已带动 86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3200 名贫困人

口、5350 劳动力就地就业，直接和间接从事乡村

旅游的贫困户 5176 户，户均增收 1 万元以上。

（七）探索出乡村旅游扶贫合作增收六种创

新途径

一是直接参与乡村旅游，如开办农家乐和农

家客栈 ；二是大力发展绿色无公害种养殖，加工

制作特色旅游产品，为农家乐、农家客栈、网店

提供绿色无公害种养殖农家产品及商品 ；三是以

土地流转参加乡村旅游合作社、公司取得租金 ；

四是通过资金、房屋、土地参与乡村旅游公司经

营入股，获取年终入股分红。五是由政府扶持的

村村开办统一管理并与阿里巴巴合作的网店建

设，以及物流全覆盖，实现空间里的万水千山，

变成网络里的近在咫尺 ；六是免费培训、考察学

习美丽乡村旅游建设的模式，带动临近村庄建

设，扩大知名度。

康县通过乡村全域旅游产业的快速推进，助

推了精准脱贫工作的步伐，促进了农村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整合了乡村生产生活、生态资

源，有效地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

会问题，实现了群众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

就地城镇化，真正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有效的

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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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域乡村旅游实践中存在问题

（一）缺乏整体发展规划

乡村全域旅游发展政策缺少总体上的把控与

规划，偏重自然旅游资源开发，对地方民俗文化

的开发不足，旅游者在旅游项目的参与度低，只

是一些自然景观和景点的参观，因而没有形成显

著有特色的旅游产品，使得旅游效益较低。

（二）土地流转瓶颈

主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的土地承租年限

普遍较短，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的耦合需要长期

投资，与土地短期承租矛盾突出，影响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

（三）县域内部交通及设施不完善

康县外部交通比较便利，可达度高，但其区

域内的交通相关交通配套设施还有许多不完善的

地方，还不能满足游客方便、快捷的多种需求。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若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交通

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旅游开发规模的集聚效应不高，旅游

设施不完善

康县无论是个体农户、企业还是集体组织联

合经营，规模普遍偏小且分散，没有起到带动聚

集效应。旅游所涉及行业的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

低，接待能力、接待层次不高，旅游资源与休闲

农业、文化的互补性、共生性差，创新深度不够。

政府对乡村全域旅游发展投入不足，乡村旅

游基础设施、卫生设施、环境等档次偏低，与发

达地区乡村旅游有很大差距。

（五）网店内容单一，功能不齐全

特色农产品网店只是担当着一个信息展示

的平台，而网站服务功能不齐全，宣传少、管理

弱、信息更新慢，只是利用静态网页，网店无人

问津，在线交易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一般只是借

游客的喜好扩散和订单，其原因主要是没有足够

的技术、人才和资金，难以独立建设和维护自身

的网站。

四、结论与经验启示

乡村全域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发展模式，

以全域范围内新的资源观、时空观、产业观为管

理创新理念，不仅注重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的开

发、保护和利用，还强调其特色人文资源的保护

与宣传，从而形成独特的乡村全域旅游景观。与

传统的旅游模式相比，赋予场地资源新的活力和

更大的吸引力。旅游产品不仅仅局限于整个县域

大的环境资源，还体现在当地的每一位居民身

上。如当地居民的语言习俗、生活行为方式、劳

动产品等各个方面都会成为游客感受旅游现场的

重要资源。发展乡村全域旅游对促进城乡经济协

调统一，平衡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

文在分析探讨康县乡村全域休闲旅游发展的基础

上，得出以下对促进内蒙古乡村全域旅游发展的

经验启示 : 

（一）倡导内蒙古全域乡村旅游新模式，提

升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质量

内蒙古要以康县乡村全域旅游模式实践经验

措施为借鉴，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内蒙古乡村全域

旅游模式下的旅游业发展，充分提高休闲农牧业

和乡村全域旅游为龙头的新型支柱产业的地位，

做好乡村休闲农牧业和乡村旅游的规划，推动内

蒙古乡村振兴发展，提升内蒙古乡村社会经济发

展质量。

（二）促进内蒙古乡村旅游区域范围内农牧

民合作，提高精准扶贫成效

内蒙古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要充分

利用合作意愿、精英带动、外力倒逼等农牧民合

作形成因素，使乡村旅游农牧民合作中所蕴含的

分工与要素集聚、协商与集体抗争、默契与邻里

互助等方面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借鉴康县五种完

善的创新旅游扶贫经营模式和乡村旅游扶贫合作

增收的六种途径，有效地促进内蒙古农牧民经济

规模的扩大、经济福利的提升及经济扶贫双赢的

实现，使未来乡村旅游农牧民合作朝着组织化、

调研 RESEARCH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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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化、多元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提高精准

扶贫成效。

（三）打造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

就是不盲目追求短期的经济收益，而是从乡

村发展的整体出发，在不损害当地自然生态平衡

的基础上，发展绿色旅游业。开发是目的 , 保护

是前提，要遵循“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的原则。必须要保护好乡村的水、森林、植被等

自然资源及农耕和牧业民俗等乡村文化资源，

防止人为的破坏和污染。对于都市人群来说 , 旅

游就在于乡村的特有魅力 , 既要保持乡村特有的

“土”味和“野”味 , 也要保持乡村旅游资源的原

汁原味，走好乡土特色的路，打造乡村旅游可持

续发展模式。另外，要关注乡村旅游发展的参与

性，主要是乡村旅游活动项目要注重游客的参与

性，如务农参与型，真正体会乡村旅游的乐趣 ；

以及乡村旅游发展的文化性，以乡村文化体验旅

游为主导，以乡村文化体闲项目为核心，以期能

够扩大乡村旅游中的文化消费。

（四）积极吸引多元投资，鼓励集体、企

业、国有和民营资本、农户、个人投资乡村旅游

积极吸引多元投资，提高乡村旅游经营市场

化程度，推进内蒙古乡村旅游健康有序地发展。

同时，要更加关注小本投资经营的农家乐形式。

从目前内蒙古农牧民收入状况看，依托景区或无

中生有，互助发展，小本创业，边经营边扩大企

业规模的经营方式将是通过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实

现大众创业、增加农牧民收入的模式之一。这种

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注重提倡绿色消费，关注食品

质量，迎合大众消费的主趋势。

（五）促进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应用

发展乡村旅游电子商务成为拓展市场的手

段之一，也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发展乡村旅游

电子商务必须加大政府主导、企业自建网站、创

新经营模式、加强银企合作、实施乡村旅游网站

联盟、注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策略引导，从而为

乡村旅游地拉动乡村旅游需求、特色农畜产品消

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发展乡村经济提供可靠

信息基础保障。把乡村归到市场端，拓展网购市

场，让“互联网 +”为重塑整个农牧业产业链提

供平台支撑。

同时，要着眼城乡物流对接与规范发展农村

牧区物流。启动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基本方向，全

方位建立县城物流配送中心、乡镇农村物流配送

站等，最终建成市、县、镇三级物流服务网络体

系，从而使城乡物流无缝对接，畅通无阻。

（六）基于全域旅游视角完善内蒙古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的总体规划

要完善休闲农业与全域乡村旅游的总体定

位、规划布局、功能分区、市场营销、基础设施

与服务设施规划、资源与环境保护规划、效益分

析等相关内容，推动内蒙古休闲农业与全域乡村

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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