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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旅游和民俗节庆的
融合发展研究

孙若涵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Ǔ安徽Ǔ合肥Ǔ230001

摘Ȟ要：本文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的融合发展路径。通过对乡村振兴战略内涵、乡

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民俗节庆对乡村振兴的贡献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的发展现

状，提出了深挖乡村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协同发展、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提升游

客体验等具体路径。旨在促进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的深度融合，推动乡村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

乡村振兴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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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乡村振兴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

安徽省作为中国东部的重要省份，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的融合发展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如何有效挖掘乡村文化

内涵，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成为

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分析安徽省乡村旅游与

民俗节庆的发展现状，探索两者融合发展的路径，为推

动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民俗节庆的关系

1.1  乡村振兴的战略内涵与目标
乡村振兴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其内涵

丰富多样，旨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富裕和农村

美丽，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和全民共享。这一战略不仅关

注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增收，还涉及乡村治理、生态文

明建设等多个层面。乡村振兴的目标是通过全面提升农

村发展质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优化农村公共服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而

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体来说，乡村振

兴需要在农业科技、农村治理、农民素质提升、农村环

境整治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形成适应新时代要

求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乡村振兴不仅是对农村的

一次全面振兴，更是推动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1.2  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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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它通过吸引

游客，推动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第一，乡村旅游可

以促进当地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多个领域的发

展，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旅游产业

作为一个综合性强、带动作用明显的行业，能够有效带

动乡村经济的增长。第二，乡村旅游有助于优化农村产

业结构，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乡村旅游的发展往往伴

随着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能够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农民收入[1]。第三，乡村旅游还能促

进农村环境的改善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乡村的整体

形象和吸引力；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第四，乡村

旅游还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许多乡村拥有丰富的

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通过发展旅游产业，可以让更多人

了解和认识这些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乡

村旅游活动往往以民俗节庆、手工艺展示等形式进行，

这不仅能够让游客体验到乡村的民俗风情，还能增强乡

村居民的文化自信，提升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1.3  民俗节庆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民俗节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乡村振兴具有多方面的贡献。（1）民俗节庆活动是乡
村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和载体。丰富多彩的民俗节庆反

映了乡村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庙会、赛龙

舟、舞狮子等传统活动，都是代代相传的乡土风情，这

些活动能够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意识。通

过举办民俗节庆活动，不仅可以传承民族文化，还能让

乡村的青年一代了解祖先的智慧和劳动，培养他们热爱

家乡、传承文化的意识。（2）民俗节庆活动对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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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经济支撑作用。民俗节庆往往能够吸引大量

的游客和投资者，推动当地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些具有特色的民俗节庆活动能够为乡村带来显著的经

济效益，激活乡村资源，提升乡村形象，推动乡村振兴

向纵深发展。例如，通过举办传统的庙会活动，不仅能

够吸引游客，还能带动地方特色产品的销售，增加农民

收入。（3）民俗节庆活动也能够促进当地餐饮、住宿等
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民俗节庆活动

对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民俗节庆承载

着丰富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这些文化元素

有利于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追求。通过参与民俗节

庆活动，乡村居民可以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培养良好

的社会风气和道德品质，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2��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的发展现状分析

2.1  安徽省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安徽省位于中国东部，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观丰

富，文化底蕴深厚，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近年来，安徽省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的发

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安徽省乡村旅游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4年）》，旨在提升乡村旅游
的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政策引领下，安徽省乡村旅游取

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安徽省已拥有数量众多的乡村旅

游景点和特色村落，这些景点和村落不仅自然风光优

美，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持续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乡村旅游服务体系，乡村旅游的接待能力

和服务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安徽省还积极推动乡村旅

游与农业、文化、教育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多种形

式的乡村旅游产品，如农家乐、民宿、采摘园等，满足

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安徽省

注重发挥地方特色优势，打造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

村旅游品牌[2]。例如，黄山市以黄山风景区为核心，依托

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了以观光、休闲、度假为主

的乡村旅游产业；安徽省还积极推广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和

特色旅游产品，提高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2  安徽省民俗节庆的发展状况
安徽省民俗节庆文化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具有浓

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蓬

勃发展，民俗节庆活动在安徽省得到广泛的传承和发

扬。安徽省的民俗节庆活动涵盖传统节日、农耕文化、

民间艺术等多个方面。在春节期间，各地都会举办丰富

多彩的庆祝活动，如舞龙舞狮、贴春联、放鞭炮等，营

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在农耕文化方面，安徽省各地也

会根据农时季节举办各种农耕节庆活动，如插秧节、丰

收节等，展示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安徽省还拥有众多

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如黄梅戏、花鼓灯等，这些表演形

式在民俗节庆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展示和传承。在民俗

节庆活动的发展过程中，安徽省注重加强保护和传承工

作。一方面，通过举办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加强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宣传教

育，提高公众对民俗节庆文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同

时，安徽省还积极推动民俗节庆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

展，利用民俗节庆活动吸引游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

展。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在民俗节庆活动的创新方面也

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一些地区结合当地特色和文化资

源，打造了一批具有创意和亮点的民俗节庆活动，如“油

菜花节”、“荷花节”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民俗节庆

文化的内涵，还提高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2.3  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融合发展的现状
在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的融合发展过程中，

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了共同发展的良好局

面。一方面，乡村旅游为民俗节庆活动提供广阔的展示

平台和客源市场；另一方面，民俗节庆活动为乡村旅游

增添文化内涵和特色魅力。通过融合发展，安徽省的乡

村旅游和民俗节庆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创新和升

级。一方面，乡村旅游产品更加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和

展示，通过举办各种民俗节庆活动，让游客在游览自然

风光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

情。另一方面，民俗节庆活动也更加注重与乡村旅游的

融合发展，通过优化活动内容和形式，提高活动的参与

性和互动性，让游客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乡村的

魅力和活力。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安徽省还注重加强

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通过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

旅游品牌和民俗节庆品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加强市场推广和营销宣传，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和体

验。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乡村旅游和民俗节庆的融合发

展，为安徽省的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融合

发展的路径

3.1  深挖乡村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节

庆的融合发展需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以此为基础

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安徽省拥有丰富的乡村文化

资源，包括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民俗、优美的自然风光

以及多样的农产品等。这些资源为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

提供广阔的空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进行全面的资

源调查和评估，明确各地区的乡村文化特色和优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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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可以设计出一系列以乡村文化为主题的旅游

产品，如民俗体验游、农业观光游、历史文化游等[3]。

注重产品的创新和升级，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需求相

结合，开发出既有文化内涵又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产

品。例如，可以推出结合地方戏曲、传统手工艺等元素

的体验活动，让游客在参与中感受到乡村文化的魅力。

另外，还可以加强与当地村民的合作，引导他们积极参

与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经营，形成共建共享的良好局

面。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还能提高村民

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3.2  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协同发展
在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的融合发展过程中，

创新融合发展模式是实现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传统

上，乡村旅游和民俗节庆可能各自为政，缺乏紧密的合

作关系。然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两者之间的融合

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

多种创新融合发展模式。例如，可以建立乡村旅游与民

俗节庆的合作联盟，共同策划和推广旅游活动，实现资

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此外，还可以推动乡村旅游与农

业、文化、教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开发出更加丰富的

旅游产品和服务。例如，可以结合农业生产季节，推出

农事体验、农产品采摘等活动；结合传统文化和手工

艺，推出民俗体验、手工艺品制作等服务；注重科技创

新在融合发展中的应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提高乡村旅游和民俗节庆的智能化水

平，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还可以探索“互联网+
乡村旅游”的新模式，通过线上平台实现旅游产品的推

广和销售，拓宽乡村旅游的市场渠道[4]。

3.3  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提升游客体验
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完善是提升游客体验、促进乡村

旅游与民俗节庆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乡村振兴的背

景下，安徽省应加大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

度，提高基础设施的覆盖面和质量；加强对乡村旅游景

点的交通、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确保

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的交通服务；

提供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饮和住宿选择，满足游客的不同

需求；注重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对乡村旅游从业

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他们的服务意识和专业能力。

建立完善的游客服务体系，包括咨询、投诉、救援等方

面的服务，确保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够得到及时、有效

的帮助和支持；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种主题活动和服务项

目，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互动性，提升他们的满意度和

忠诚度。

结束语

通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

融合发展路径的探讨，得出了深挖乡村文化内涵、创新

融合发展模式、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等关键措施。这些

措施不仅有助于推动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节庆的深度

融合，还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未来，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相信安徽省乡村旅游与民俗

节庆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

新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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