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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特色美食助力乡村振兴的探讨

谭政鑫
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杭州�310000

摘� 要：乡村振兴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而乡村特色美食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乡村振

兴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此，本文以乡村振兴为基点，深入探

讨乡村特色美食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本文首先介绍了乡村特色美食的资源优势，其后阐述了乡村特色美食对乡村振

兴的作用，并深入探讨了乡村特色美食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以期为未来乡村特色美食产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关键词：乡村特色美食；乡村振兴；经济发展；文化传承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乡村振兴已成为我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一种

经济发展模式，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乡村特

色美食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乡村特色美食不仅是一种饮食文化，更是

乡村历史、地域和民俗文化的体现。通过对乡村特色美

食的挖掘、传承和发展，可以丰富乡村文化内涵，促进

乡村振兴。因此，通过对乡村特色美食的探讨，探索其

对乡村振兴的助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特色美食的资源优势

其一，具有丰富的食材资源。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

食材品种，这些食材通常具有地域特色，如湖南湘西的

枞菌、云南丽江的松茸等。这些特色食材不仅丰富了乡

村美食的种类，也赋予了它们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此外，乡村特色美食的食材往往采用当地特有的养殖、

种植方式，如稻田养鱼、循环农业等，这些生产方式保

证了食材的品质和安全。例如，稻田养鱼不仅可以提供

新鲜的鱼肉，还可以保持水质的清洁，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这种独特的养殖方式使得乡村特色美食在品质上有

着明显的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其二，拥有独特的烹饪技艺。乡村特色美食的烹饪

技艺通常具有悠久的历史，代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烹

饪手法。例如，陕西肉夹馍、宁波汤圆等美食，其制

作过程十分讲究，对于火候、食材比例等都有严格的要

求。这些传统的烹饪技艺使得乡村特色美食在口感和味

道上有着独特的魅力，让人回味无穷。此外，乡村特色

美食在调味与搭配方面也独具特色，如四川麻辣火锅、

广东煲汤等，都以其独特的口味吸引了大量食客。这些

独特的烹饪技艺不仅为乡村特色美食增添了魅力，也为

当地的餐饮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其三，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乡村特色美食的背后

往往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例如，山西省

的刀削面、甘肃省的兰州拉面等美食，都是千年传承

下来的烹饪技艺。这些传统美食不仅代表了当地的饮食

文化，也承载了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和情感。且乡村特

色美食还常常与民间传说、故事息息相关，如“叫花

鸡”“肠粉”等美食，其背后的传说和故事让人回味无

穷。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不仅丰富了乡村特色美食的内

涵，也为其增添了一份神秘和浪漫的色彩[1]。

2 乡村特色美食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其一，促进旅游业发展。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而乡村特色美食正是这些资源

和文化的结晶。通过开发和推广乡村特色美食，可以吸

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品尝、体验，进而带动乡村旅游业的

发展。游客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欣赏乡村风光、

参与农耕活动等，实现旅游与农业的有机结合。这不仅

为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来源，也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

活力，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其二，传承乡土文化。乡村是农耕文明的摇篮，承

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和乡土智慧。乡村特色美食作为乡

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世代相传的方式，将传统

的烹饪技艺、口味偏好以及饮食习俗等传承下来。在推

广和发扬乡村特色美食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

了解和认识乡村文化，激发乡村居民对传统乡土文化的

自豪感和认同感，还可以使其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

梁，使得城市居民更加愿意前往乡村旅游、品味美食，

促进了城乡文化交流与融合。

其三，带动农产品销售。乡村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

要经济支柱，但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销售渠道不畅等

问题，农产品的销售一直是一个难题。而乡村特色美食

则可以通过打造特色品牌和推广营销手段，将当地的农

产品与美食相结合，增加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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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过将当地的农产品加工制作成特色美食，如农家

菜、农产品礼盒等，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

而拓展销售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此外，乡村特色美

食也可以成为农村电商的重要品类之一，通过线上线下

的渠道销售农产品，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

3 乡村特色美食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

3.1  加强品牌建设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品牌已成为企业获

取竞争优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乡村特

色美食而言，建立强大的品牌形象能够提升产品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购买意愿，从而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然而，要想加强品牌建设，需要从

多个方面着手[3]。

一方面，需要注重宣传推广。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媒

体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并认知乡村特色

美食的独特之处。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旅游宣传

册、电视广告等方式，通过融媒体的传播力量和互动

性，可以将乡村特色美食的形象和故事传播出去，帮助

乡村特色美食建立更加丰富多彩的品牌形象，与消费者

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与其他相关产业进行更加深入的

合作，从而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经济的

发展；还可以举办美食节、农民市集等活动，吸引游客

和消费者前来品尝和购买乡村特色美食，增加其知名度

和影响力；或者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条，将农村特色美食

与农业、旅游等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的发

展格局。

另一方面，加强与当地文化和民俗的结合。可以通

过挖掘当地的传统饮食文化、民间故事等元素，将其融

入乡村特色美食的命名、包装设计和菜品创新中。例

如，可以将传统的农村婚礼菜肴重新演绎，打造成为一

道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美食；还可以将当地的传统手工

艺品、民间音乐舞蹈等元素与乡村特色美食相结合，形

成独特的餐饮体验，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文化爱好者。

3.2  优化产业链条
就目前而言，乡村特色美食的产业链条存在诸多问

题，如生产环节缺乏标准化、加工环节低效、销售渠道

单一等，制约着乡村特色美食的发展，成为了乡村振兴

战略的一大瓶颈。因此，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

特色美食必须进行产业链条的优化[4]。

在生产环节，应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产品品

质和产量。例如，通过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设施设

备，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模式，确保原材料的优质和安

全。同时，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加强对农产品生

产过程的监管和管理，提高产品的可追溯性和信任度。

在加工环节，应注重技术创新和工艺升级。传统的

乡村特色美食加工方式往往依赖于手工操作和传统工

艺，效率低下且难以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因

此，应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加工设备和技术，实现自动

化、智能化生产。例如，可以采用现代化的烹饪设备和

技术，提高食品加工的效率和品质。

在销售环节，应拓宽销售渠道和市场网络。乡村特

色美食的传统销售渠道主要是线下市场和旅游景点，受

限于地域和消费人群的限制。因此，应积极探索线上销

售渠道，借助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将乡村特色美食

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例如，可以通过开设网店或合作电

商平台，提供在线订购和配送服务，方便消费者购买和

品尝乡村特色美食。

3.3  提升美食品质
在当今社会，人们对美食的追求已经从单纯的填饱

肚子转变为对味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因此，乡村特色

美食的品质必须得到进一步提升，以满足现代人对美食

的高要求[5]。

对于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乡村美食的独特之处在

于其新鲜、天然的食材，因此，农户和餐饮经营者应该

积极寻找并合作当地的农民、养殖户等农产品生产者，

确保从源头上获取优质的食材。可以通过建立稳定的供

应链关系，与当地农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保证持续供

应新鲜的蔬菜、水果、畜禽产品等。同时，还可以探索

发展有机农业或绿色农业，减少对化学农药和化肥的使

用，进一步提高食材的质量。

对于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乡村特色美食往往融

合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因此在制作过程中要保持传

统技艺的精髓。可以组织培训班或研讨会，邀请有经验

的老师傅传授烹饪技巧和秘方，让年轻一代了解并学习

这些传统技艺。同时，也要鼓励年轻人在传统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结合当代人的饮食喜好和口味需求，开发出

更具市场竞争力的美食产品。

厨师团队的专业水平和创新精神也是提升乡村特色

美食品质的关键。乡村地区的厨师队伍应该接受专业的

培训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烹饪技艺和创新能力。他

们可以通过参加培训班、参观名厨比赛等方式来拓宽自

己的视野，学习先进的烹饪理念和技术，并将其应用到

乡村特色美食的制作中。同时，他们也应该注重菜品的

创新，将传统的味道与现代的潮流相结合，打造具有独

特风味的乡村特色美食。

3.4  促进文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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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特色美食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能够满足游客的味蕾需求，还能够展现乡村的独特魅力

和传统文化。通过推动乡村特色美食与旅游产业的融

合，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6]。

一方面，可以通过打造乡村美食文化节庆活动，吸

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乡村特色美食。比如，可以举办

乡村美食大赛、农家乐、美食品鉴会等活动，将当地的

特色食材和传统烹饪技艺展示给游客，吸引他们前来品

尝乡村美食，让他们感受到乡村美食的魅力，从而增加

美食的曝光度；还可以邀请一些知名厨师或美食专家到

乡村进行交流和指导，提升当地农民的烹饪水平，进一

步丰富乡村特色美食的种类和品质。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开展乡村旅游线路的设计和推

广，将乡村特色美食纳入其中，形成独特的旅游产品。

例如，可以开发一条以乡村特色美食为主题的旅游线

路，让游客在游览乡村风景的同时，品尝当地的美食佳

肴。在推广过程中，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

通过发布美食图片、推荐美食店铺等方式，吸引更多的

游客关注和参与；还可以与旅游机构、酒店等旅游相关

企业合作，将乡村美食纳入旅游线路的推荐菜单中，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并共同推出乡村特色美食旅游产

品，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3.5  坚持绿色理念
乡村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环境，

为发展绿色餐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要充分

发挥乡村的特色优势，积极引导农民采用绿色农业技术，

推广有机农产品种植和养殖，确保食材的绿色无污染。

一方面，注重食品加工过程的环保与健康。在食品

加工过程中，应遵循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减少能源

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例如，可以引入先进的食品加工设

备和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另一方

面，加强农业科技的研发和应用。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

科技和设备，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例如，可以推

广有机农药和生物肥料的使用，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对

环境的污染，并加强食品质量监控，严格把关原料采购

和生产加工环节，确保食品安全卫生。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乡村特色美食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

产，具有丰富的食材资源、独特的烹饪技艺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特色美食成为

了一项重要的发展引擎，对促进旅游业发展、传承乡土

文化和带动农产品销售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实现乡村

特色美食助力乡村振兴的目标，需要加强品牌建设，提

高美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优化产业链条，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产业附加值；提升美食品质，强化食品安全管

理，确保消费者放心食用；促进文旅融合，吸引更多游

客来到乡村，体验特色美食文化；坚持绿色理念，提倡

低碳、环保、节能的烹饪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这

样，可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总体

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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