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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rural areas are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and complex social needs. As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 rural tou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of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deeply discuss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rural tourism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ealize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farmers; 
rural construction can provide a better environment and service for rural tourism and enhance its att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enrich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and forms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mode of rural tourism, construction and cul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construction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be conducive to 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This study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rural planning and tourism resource integr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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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文化传承与乡村建设融合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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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地区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复杂的社会需求。乡村旅游作为重要的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
乡村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引擎。本研究通过对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融合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揭示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结
合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能够有效推进乡村建设，通过顺应和挖掘乡村自然文化资源，实现产业
升级，带动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乡村建设则可为乡村旅游提供更加美好的环境和服务，增强其吸引力。同时，
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有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丰富了乡村建设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乡村旅游、建设和文化的和谐发展模
式。结果表明，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融合发展，不仅能够提升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更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和社区的可
持续性发展。此项研究对于今后乡村规划和旅游资源整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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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地区面临的挑

战与机遇并存，其中乡村旅游作为新型的农村产业模式一直

以来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不牵涉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

且能顺应和挖掘乡村自然文化资源，这使乡村旅游成为乡村

经济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支柱。同时，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旅

游的基层，也可为乡村旅游提供更加美好的环境和服务，进

而增强其吸引力。正是这样，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的发展正

在形成良性循环，相互推动，相得益彰。

然而，如何进一步发掘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融合

发展，这不仅是一种战略层面的考虑，也对未来乡村规划和

旅游资源整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在实地调研和文

献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融合发展的内

在逻辑关系，着重揭示了乡村旅游如何推动乡村建设，以及

乡村建设如何反哺乡村旅游，进而分析了这一融合发展模式

对乡村文化传承和乡村社区可持续性发展的正面影响。

2 乡村旅游的重要性和现状分析

2.1 乡村旅游的定义和重要性
乡村旅游是现代旅游产业中的一项重要分支，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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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乡村地区进行的以体验乡村自然环境、农耕文化和乡村

生活为主要目的的旅游活动 [1]。乡村旅游通过推动农村地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护自然景观和改善环境质量，成为提升

乡村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引擎。

从经济角度来看，乡村旅游能够有效地利用乡村的自

然和文化资源，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兴起不仅

能够增加村民的收入，还能够创建就业机会，减缓农村人口

外流的问题 [2]。这对于乡村地区的经济再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构建了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社会层面上，乡村旅游还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乡

村旅游能够促进城乡交流与融合，消除城乡之间的文化隔阂
[3]。通过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增强了对乡村的文化和传

统的认识和尊重，有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乡村旅游

活动的开展也有助于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满足其对现代生

活方式的需求，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环境保护方面，乡村旅游倡导生态友好的旅游模式，

有助于促进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通过科学规划与

管理，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旅游开发对乡村生态环境的负

面影响。环保意识的提升和实践，将推动乡村地区的可持续

发展。

乡村旅游不仅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

改善乡村社会和环境的关键手段。它在推动乡村建设、保护

乡村文化遗产、提升村民福祉及整体环境质量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性。

2.2 乡村旅游的现状及挑战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显著发展，成

为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乡村旅游的发

展也面临许多挑战。基础设施不完善往往制约乡村旅游的进

一步发展。诸如道路、通讯、住宿设施等基础建设的滞后，

使得一些游客望而却步。旅游资源的同质化问题日益显现，

许多乡村旅游产品缺乏独特性和创新性，难以吸引长期且持

续的客流。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

烈，不合理的开发行为有可能破坏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

境。再者，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支持，但现

阶段乡村地区在旅游管理和服务人员培训方面明显不足。还

有，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也

存在一定的摩擦，部分乡村居民对旅游产业的适应需时日。

虽然乡村旅游在促进乡村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但其现状和挑战仍需引起广泛关注和持久努力。

2.3 乡村旅游对乡村建设的影响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增长点，对乡村建设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基础设

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的完善，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吸

引外来游客和投资，能够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促进地

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和修复，为乡村建设提供更加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乡村

旅游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使农村地区更加现代化和多样

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关系

3.1 乡村旅游推动乡村建设的内在机制
乡村旅游推动乡村建设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经济、

社会与文化三个方面的协同发展。经济方面，乡村旅游通过

吸引城市游客，直接带动了当地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服

务业的发展，增加了乡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提升了地方经济

活力。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

如道路、水电、通讯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为乡村经济的

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方面，乡村旅游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创业平台，吸引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减缓了人口

外流的压力，增强了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和社会活力。旅游发

展还促进了乡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如文化中心、医疗设施等，

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便利和优质的公共服务，提升了居民的幸

福感和生活质量。

文化方面，乡村旅游通过对当地自然景观、传统习俗、

历史遗迹等文化资源的利用和推广，增强了当地居民对本土

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了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旅

游业的发展为乡村文化的展示和传播提供了平台，使得传统

文化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旅游的形

式，实现了经济效益与文化价值的双赢局面。

乡村旅游推动乡村建设的内在机制正是在经济、社会

与文化这三个层面上的综合作用下得以实现，从而有效促进

了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复兴。

3.2 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旅游的反哺效应
乡村建设在助力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反哺效应是多方面

的，具有显著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是其首要体现，

乡村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但提升了乡村

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为游客提供了更为便捷舒适的旅游环

境。这些设施的齐全与现代化，极大增强了乡村旅游的吸引

力和接待能力。

乡村环境改善也是反哺效应的重要方面。通过乡村风

貌整治、生态保护及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环境得以显著提升。

绿化带、景观照明等项目的实施，使得乡村景观更加优美，

生态环境更加宜居，这对游客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愉悦

体验，从而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升同样是反哺效应的关键。

各类文化活动场所、游客中心、信息服务点的建设，使得游

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乡村文化。公共卫生设施、应

急救援系统的完善，提高了游客在乡村旅游中的安全感和舒

适感。

乡村建设通过基础设施、环境改善和文化设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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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乡村旅游的发展。这不仅提升了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

更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乡村建设与

乡村旅游形成了良性互动和共鸣，共同推动乡村的经济与文

化繁荣。

3.3 乡村旅游建设与文化传承的三位一体关系
乡村旅游建设与文化传承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在于

其彼此间的相互促进。乡村旅游通过开发和利用本地特有的

文化资源，不仅提升了旅游吸引力，还推动了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乡村建设为文化传承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环境，

增强了乡村文化的表达和展示。文化的延续和丰富则进一步

提升了乡村旅游的内涵和品质，形成了一个循环提升的正反

馈体系，实现了乡村旅游、建设和文化传承的和谐发展。

4 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融合发展的实施策略
与前景分析

4.1 乡村旅游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乡村文化资源的深度

挖掘与利用。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传

统工艺以及独特的风俗习惯，这些都是乡村文化的重要构

成要素。通过对这些资源的系统性挖掘与合理利用，不仅能

够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还可以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

乡村旅游文化资源的挖掘需要依托详尽的调研和规划。

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查阅，深入了解乡村文化资源的种类、

分布和现状，评估其文化价值和旅游开发潜力。这不仅包括

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还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与创新。比如，传统手工艺、民俗节庆、地方戏曲等，

通过相关活动和展示，可以让游客更好地体验和理解当地

文化。

乡村旅游文化资源的利用应注重与现代旅游需求相结

合。根据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策划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

品和体验项目。可以通过开展乡村文化节、组织传统手工艺

体验、推出地方特色美食等形式，将乡村文化与旅游体验紧

密结合，增强游客的互动感和参与感。通过打造全方位、多

层次的文化旅游体验，可以有效增加游客的停留时间，提高

旅游满意度和复游率。

乡村文化资源的利用还应注重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原则。合理规划旅游设施和服务，避免过度开发和资源浪费。

提倡绿色旅游理念，推广环保住宿、低碳出行和生态餐饮等

模式，保护当地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通过建立科学的管

理机制和严格的监督体系，确保乡村旅游与文化资源利用的

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障乡村旅游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效果，还需

加强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出台鼓励措施

和扶持政策，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促进地方特色文

化资源的发掘和旅游产品的开发。通过加强社区参与和利益

分享机制，激发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共同推动乡村

旅游和文化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有效挖掘和利用乡村旅游文化资源，不仅能够提升乡

村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更有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振

兴，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4.2 乡村建设与旅游的协同推进
乡村建设与旅游的协同推进对于实现乡村经济与文化

的双重振兴至关重要。需要合理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以满

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完善的交通网络、便捷的公共设施和

环境友好的建筑设计将大幅提升旅游体验，增强乡村的吸引

力和竞争力。应当注重促进乡村社区与旅游企业的合作，通

过建立合作机制和利益共享模式，使旅游收入能够惠及更多

的村民，提升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产业的积极性。社区参与和

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不仅有助于增强乡村的社会凝聚力，还

能加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需深

度挖掘本地特色文化，设计独特的旅游体验活动，以提高游

客的互动参与度和满意度。信息技术的应用也不可忽视，智

能化旅游服务平台和在线营销手段能够为乡村旅游注入新

的活力。通过以上策略的综合运用，能够实现乡村建设与旅

游发展的有机融合，推动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升乡

村经济水平与文化价值还能有效应对当前乡村面临的各种

挑战。

5 结语

这次的研究讲的是乡村旅游和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和

乡村建设相互配合，可以让乡村变得越来越好。乡村旅游可

以带来更多的钱，使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同时，乡村建设

让乡村有更好的环境，吸引更多人来旅游。此外，乡村旅游

还能让乡村的文化得到传承。所以，乡村旅游和乡村建设应

该一起发展，这样既能让乡村富裕，也能保护乡村的文化，

实现双赢。尽管乡村旅游和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已经被确认，

但是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地方。比如如何让乡村旅游与乡村

建设更好地配合，关于乡村旅游文化传承的技术等等。我们

希望这个研究能帮助整合乡村旅游资源，做好乡村规划，同

时帮助更多的人研究乡村旅游和乡村建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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