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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旅游景区规划设计与运用

王 琴

汇际广和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背景下，乡村振兴的政策同时也为我国乡村旅游业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与机遇，

同时这一政策也为我国乡村旅游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此，开展旅游业的当地政府应该不断加大对于乡村旅游建

设的资金投入，针对于贫困乡村积极地进行招商引资环节，以此来推动我国乡村建设稳定发展。基于此，本文首先进

行了乡村振兴概念阐述，其次研究了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重要机遇，最后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

景区规划设计策略，希望能对相关研究做出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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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乡村旅游是我国发展乡村经济的重要途径之

一。科学合理的乡村旅游策略，能够有效带领当地乡村

提升经济收益。对此，我国各地区乡村要积极转变传统

的观念，将打造乡村旅游项目为主要战略目标。并不断

借鉴其他地区的优秀经验，实现本地乡村旅游结构的升

级以及整改，但是在借鉴其他地区的优秀经验时，不能

照搬照抄，要尽可能的凸显本地区的特色以及优势，并

且对当地生态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以及利用，最终

提升自身经济水平发展。*

在推进我国经济建设时，国家明确指出必须保持对

农业乡村的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乡风

文明、政府管理高效、民众生活富裕的总体需求，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经济社会发展机制，并加快

推动农业乡村信息化。计划于二零二二年，农业乡村振

兴的体制架构和政策措施体系将基本健全，并且政府要

就生产经营、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精

神文化、基层组织建设等领域提出意见，并建立若干各

具特色的农村复兴机制与方法，促使农村经济建设获得

阶段性进展。

由于当前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步伐的

逐步推进，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已日益突出，而乡村建

设也一直是制约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障碍，为了缩小中国城乡之间的差

距，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完成城乡工农协调互促、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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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优势互补的崭新转变，各届人民政府进一步探讨和

制定了各种新的政策。自二零零三年以来，在我国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下，我国乡

村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已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不

过，一般的美丽农村都是政府部门为提升农村人居条

件、使农村变得更加美好而斥资打造的，而这样所建设

的美好农村是无法持久的，也无法有效促进农村的经济

发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近些年，在国

家城乡振兴战略的带动下，中国宜居、宜业、宜游、宜文

乡村的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了一个必然的发展态势，使得我

国乡村旅游发展势头更加快速，乡村旅游活动持续深入开

展，这不仅可以推动中国美丽农村向世界经济的转型，

而且还可以推动中国农村经济振兴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能够强化乡村产业结构多样性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目标就是推动农村经济建

设，为乡村特色化产业发展带来推动剂的作用。在完成

战略目标过程中，逐渐实现对完善乡村产业绿色化生态

化产品做出奋斗，以此来促进乡村经济实现快速提升。

除此之外，在乡村振兴建设环节中，同时还包括建设农

业科技园区、宣传特色化农业产品、构建乡村地区多元

化发展等多种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能够给予乡村特色

产业更多的资金扶持，最终打造属于当地乡村的特色化

绿色代表产品，以此来拓宽其旅游发展新渠道。

能够促进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升级

要让乡村旅游开发项目充分落实经济发展目标，就

必须着力做好基础设施的完善，例如大型停车场、旅游

服务中心、景点主干路等相应的基础设施工作，同时

了解网络环境净化、购物场所设计、垃圾处理服务等工

作现状，以确保相应设施的完备性，为乡村旅游开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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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提供服务条件。如果是环境卫生很差、交通十分不方

便等情况出现。不仅会减少当地旅游者的人数，还会大

大阻碍其发展步伐。对此，乡村当地政府应该及时制定

完整的扶贫政策，针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乡村地区，及

时做好资金统筹准备。并且加大对于当地的招商引资力

度，最终为基础建设提供充分的保障，逐渐打造具有独

特风情的乡村旅游景点。

能够推动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目标

就全国各地方的政府部门而言，实施乡村经济振兴

规划既有利于项目资源的申请，又可以有效拓宽地方获

取政府财政补贴、经费补偿、信贷补贴等政策支持渠

道，也有利于地方旅游等扶贫项目的引进，不但能够减

轻地方旅游的经济压力，而且还能够提高扶贫政策的精

准度。实施新农村振兴优惠政策后，企业不但能够获得

地方政府部门的政策、财力保障，还可以获得更多样化

的投资途径，从而增加企业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因此

当地政府就必须做好对贫困地区资金的调查，并且与其

他有关部门不断交流探讨，根据自身特色以及发展趋

势，打造区域品牌。又或者完善乡村旅游协会基本制度

的形成，将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环节公开化，以此保

证当地贫困地区能够得到有效发展。

以体验为设计核心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普通市民的物质生

活条件也在不断改善，而现代城市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以

及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也给普通市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

了负担。所以，都市人也越来越喜欢乡村旅游，渴望回

归自然，寻找一种简单、安逸的轻松度假状态。在这一

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乡村旅游，来缓解自

己的精神压力以及工作压力。针对于这一现象，乡村旅

游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以舒缓身心为主要建设目

标，依托于农业景观，开发具有乡村气息的农业体验环

节。例如，田园观赏、农事体验，这些环节既能让城市

游客游览乡村的绿水青山，同时也能够深层次的体验农

事活动，沉浸式参与到乡村的慢生活当中。

发展特色项目

要是想实现乡村旅游经济建设的快速进步，当地政

府一定要以自身特色以及未来发展为主要建设目标。充

分考虑到当地景区具有的独特性质，进而打造一个复合

型乡村旅游产业。在乡村旅游建设中，不能仅仅依靠于

景色观光、农事体验等休闲类旅游项目。还要不断创新

体验环节，打造多样化的旅游空间。例如可以打造亲子

乐园、生态农庄等等项目，根据自身特色为出发点，不

断拓宽乡村旅游产业链，最大程度的带动乡村经济稳定

发展。

以地域文化为主体

区域文化对于当地旅游建设开发有着十分重要的积

极影响，独特的区域文化不仅能够凸显当地乡村特点，

还能够以此为宣传点吸引大批量游客。对此，在村庄开

发旅游业的进程中，应把其规划设计与地方历史有机联

系到一起，把规划设计者的创意与地方历史特色紧密联

系，特别是在特色定位、主体景点改造和旅游设施规划

等领域，应充分结合当地特点，在充分发掘并保存传统

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对之合理的运用和继承，促进当地

旅游业的多样化开发[6]。

创新特色文化项目

农村经济在振兴背景下，通过建设独具特色的农村

文化精品建设助力于乡村经济建设，也能够达到推动乡

村经济繁荣发展的目的。例如在辽宁地区潮阳县，很多

的红色旅游资源都分布在乡村一带，因此拥有了多元化

的风景游览优势，如槐树洞、劈山沟、千佛洞、清风岭

等。除此之外，在开展农村红色旅游发展战略的时候，

也可以着力建设森林人家、农村休闲旅游观光带、红色

旅游基地、影视基地等富有区域特色的观光产业项目，

以当地土特产作为最主要的农村养生资源，从而增强游

客对于当地乡村的了解，并进一步扩大精品项目涵盖区

域，带动当地的旅游品牌发展。对乡村旅游决策而言，

乡村特色是最关键的组成要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影响

因素之一，因此乡村需要一直秉承以乡村特色为核心的

基本原则，通过传统与现代化技术的融合建设共享农

庄、特色文化等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特色的项目[5]。

充分利用乡村文化遗产

乡村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旅游经济稳定

发展，如在中国辽宁省潮阳县有着不少传统建筑遗址，

如历史久远古老的关帝庙、袁台子东晋时期壁画墓、大

木头城子双塔寺双塔、华严寺、玄羊庙等，以及东北四

家子八盘沟等传统村庄。上述均是值得予以重点保护的

重要传统文化资产，并要求当地政府和职能有关部门进

一步提高管理、传承的能力，为传统乡村民居、传统建

筑名镇建设争取更多经费扶持，加强对优秀传统建筑的

保护、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

水平。进行乡村旅游开发项目中，政府需要加大对地方

文化内容的深入发掘，在其文化产品中融入地方文化要

素，如节庆娱乐、文化民宿等，地方政府部门也需要进

一步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大力发展地方文化内容的新

业态，通过研究、开发、保护的方式实现对乡村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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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有效宣传[4]。

创新农业生产体验环节

农业生产是乡村建设的基本组成内容，同时也是乡

村得以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此，在开发现代化乡村

旅游产业链时，可以根据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的宣传卖

点。打造农业产业园，以及生态示范园等各种项目，体

现农业发展的生态形势。这一策略不仅为乡村旅游建设

谋得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开发乡村旅游建设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在乡村旅游结构调整时，可

以以打造农产品采摘园、农产品观光生态园为主要项

目。这样的项目不仅可以凸显农村特色，而且也根据当

地特色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并且能够吸引大量的游客[3]。

重视乡村旅游发展的规划，确保建设工作的合理

开展

为了保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游业能够得到稳

定发展，就需要当地领导人员强化自身规划意识。首

先，当地领导人员需要从整体角度找到一个中心点，并

以此作为宣传中心，再根据宣传中心扩展精细化发展，

并且在进行规划时注重每个环节的细节。合理运用当地

资源，仔细分析不同区域所产生的历史文化以及独特的

地理地貌，将当地地理优势以及文化优势紧密结合，从

而为推动乡村旅游业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最终实现乡

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地区作出榜样作用。此

外，针对于不同地区所产生的农产品，当地领导人员也

要加强对于农产品产业链的建设，完善的农产品产业链

不仅能够吸引大量的游客，还能提升当地区域的影响

力。由此可见，要是想加快乡村旅游业发展速度，当地

领导人员必须要重视乡村旅游发展的科学规划。以当地

文化、当地特产、当地优势为主要的规划内容，并将这

些特点进行紧密融合，由此才能保证乡村旅游建设工作

顺利开展[2]。

增强旅游业态创新意识

在开发乡村旅游业时，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乡村具

有不同的特色，因此当地领导人员也要根据乡村特色不

断的进行旅游项目的整改以及创新，以此来满足不同

游客的旅游需求。但是在当前部分乡村旅游建设中，为

了能够缩短景点规划以及建设的时间，尽快获得经济收

益。一部分当地领导人选择抄袭其他区域的项目形式，

这一行为不仅会为旅游行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也

会给游客带来不好的体验。而且这种行为还会造成不同

区域之间的不良竞争，最终为乡村旅游建设造成了阻

碍。对此，为避免再出现上述问题，必须坚持走差异化

的发展道路，注重地方旅游规划设计，突出地方资源特

点。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能够丰

富游人的旅行感受，给地方旅游业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崭

新的发展思路，进而建立全新旅游发展新格局[1]。

结语：综上所述，农村是中国社会经济地理单元的

主要部分，不仅是人类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区域，

也作为农业生产生存的最根本。在时代背景下，传统村

庄的重要作用逐渐被重新确立，因此怎样利用农村优势

发展乡村经济建设成为了当前重要的问题。而依托于天

然环境的新乡村，有着得天独厚的开发环境，如何抓住

这一良好契机，利用乡村独特的地理优势以及农产品加

快经济发展，从而使村民的生活更加幸福，让农村环境

更美好，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1]韩业亮,李绍华.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旅游景区规划设

计与运用[J].工业建筑,2022,52(06):231.

[2]李军.乡村振兴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商业街规

划设计研究——以贵州下司“水上布依”商业步行街为

例[J].华中建筑,2021,39(10):24-29.

[3]王政 乡村振兴视角下西北丹霞地貌资源生态旅游

发展探究——以靖边波浪谷景区规划为例[C]//.2021中国

旅游科学年会论文集：新发展格局中的旅游和旅游业新

发展格局.[出版者不详],2021:108-116.

[4]吴佳璇.乡村视觉审美意识语境下的旅游景区规划

设计[J].建筑结构,2022,52(21):170-171.

[5]金玲霖,李付坤,曾英姿,龙婷,饶奎.湘西州乡村旅游

景区网络营销优化策略研究——以墨戎苗寨为例[J].山东

纺织经济,2022,39(07):25-28.

[6]吕君楠.乡村旅游景区标志性雕塑形象设计[J].当代

旅游,2022,20(15):49-50+59+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