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大县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安徽桐城为例

张庆霞１，２ 　 （１．桐城市委党校，安徽桐城 ２３１４０２；２．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安徽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要　 乡村旅游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既符合市民需要，又可让农民受益。 针对桐城市乡村旅游发展的调研表明，桐城有着资源
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乡村旅游基础较好等优势，但也存在管理体制不顺、发展水平不高、产品层次较低、管理人才短
缺、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品牌意识不强等问题，并从优化发展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提升产品品质、强化人才培训、提升品牌知名度
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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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人
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污染日益严重。 而乡村旅游以农民

为主体，以乡村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
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以及生产经营形态等为主要吸引物，满
足旅游者观光、度假、休闲、健身、体验、餐饮、娱乐和购物等

目的的一种旅游形式，吸引了越来越多寻求乡土情结的游

客［１］。 因此乡村旅游成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市民需

要、农民受益。 自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

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旅游提升计划，开拓旅游消费

空间”和安徽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

意见》等政策以来，桐城市乡村旅游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有自身的优势，但也存在诸多问

题，如何解决好“乡村旅游发展问题，关系到农村旅游资源的

开发、农业产业链的延长、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农民收入的

增加以及美好乡村建设等［２］。 鉴于此，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笔者对桐城市乡村旅游现状作了专题调查，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１　 桐城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条件

１．１　 旅游资源丰富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全市共有旅游

资源 １５０ 个，包括自然旅游资源 ４１ 个，人文旅游资源 １０９ 个，
其中特品级旅游资源 ２ 个，优良级旅游资源 ４２ 个，占比

２８％，主要分布在“一带三区”，即以市区历史化遗存和历史

文化景观（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桐城文庙”，名扬天下

的“六尺巷”，东大街、南大街、胜利街三大历史街区，以及众

多的名人故居等）为主题，以龙眠山人文山水区和千年古镇

孔城石板老街历史文化街区为重点的桐城文化旅游带和嬉

子湖湿地生态旅游区、三道岩幽谷飞瀑旅游区、古洞岩古战

场遗址旅游区。 另外，在乡村旅游资源方面，全市自然环境

优良，种植业和养殖业比较发达，拥有丰富的乡村田园、乡村

聚落、乡村建筑、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景观。 如以三国文化

为特色的大关镇鲁王山生态庄园，以藻青礼佛为特色的藻青

山田园风情区，以桂花节为特色的范岗镇樟枫永椿生态园，
以老街文化为特色的双港镇练潭老街文化旅游区，以农耕文

化为特色的佘冲中国活态农耕文化旅游区，以古村落、古民

居等为特色的唐湾乡村聚落旅游区等，共同构成了桐城丰富

的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源基础。
１．２　 文化底蕴深厚　 桐城历史悠久、文风昌盛，为江淮文明

的发祥地和集中地。 春秋时期即称桐国， １９９６ 年撤县设市，
历时 １ ２００ 余年，其间人文勃兴，代有英才。 唐宋两代的曹

松、李公麟，一以诗名，一以画显。 明末堪称“十七世纪罕与

伦比的百科全书式”大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方以智，
勤于政事、经世济民、名扬天下的“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
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雄霸清代文坛 ２００ 余

年的“桐城派”，创办百年名校桐城中学的京师大学堂首任总

教习吴汝纶，美学宗师朱光潜，一代大哲方东美，革命家、外
交家黄镇，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农工民主党创建人章

伯钧，巨型计算机之父慈云桂等。 桐城派文化、名人文化、黄
梅戏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宗教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十

分丰富、特色鲜明。 文化元素的融入，有利于提升全市乡村

旅游发展的内涵和品质，使乡村旅游更有特色和吸引力。
１．３　 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桐城市位于安徽省中部，北距省会

合肥 ９８ ｋｍ，南至安庆市 ６８ ｋｍ，是皖西南的交通枢纽和承东

启西的通衢之地，距合肥、安庆都在 １ ｈ 交通圈范围之内。 三

大交通动脉 ２０６ 国道、沪蓉高速、合九铁路纵贯全境，水路经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１８）：９５－９７，１３７ 　 　 　



菜子湖通达长江，具有良好的可进入性。 和周边地区相比，
桐城发展乡村旅游的交通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１．４　 乡村旅游基础较好　 桐城现有面积 １ ５７１ ｋｍ２，１２ 个镇、
３ 个街道、２３ 个社区，以及 １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１ 个

省级 经 济 开 发 区。 ２０１７ 年， 全 市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２７３．００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６０％，财政收入 ２６．４０ 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８．９０％，城镇化率为 ４８．３０％。 ２０１７ 年共接待入境游

３．２ 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１．２１％，国内游 ７１２．１ 万人次，同比增

长１４．１７％，创造旅游总收入 ６９．６８ 亿，同比增长 ２６．７１％。 其

中乡村旅游全年接待游客约 １８１．２ 万人次，直接营业收入约

１７．４２ 亿元。２０１７ 年全市有 ８ 个镇街举办节庆旅游活动：范岗

镇乡村旅游桂花节、嬉子湖镇捕鱼节、孔城镇乡里年货节、新
渡镇“苗山杯”火龙果文化节等节庆游成功举办，拉动内需，
带来旅游综合收入上千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全市共拥有

国家 Ａ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 ２ 家、国家 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 ３ 家、国
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１ 家、省级最佳旅游乡镇 １ 个、省级优

秀旅游乡镇 １ 个、乡村旅游示范村 １ 个、按照五星级标准建

设的旅游饭店 １ 家、四星级旅游饭店 １ 家、三星级旅游餐馆 １
家、五星级“农家乐”７ 家、四星级“农家乐”１０ 家、三星级“农
家乐”２０ 家；国内旅行社 ８ 家；旅游商品生产企业有 １３ 家，其
中省级旅游商品生产示范企业 １ 家。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全市乡村旅游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起到巨大的带动和

促进作用。
２　 桐城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桐城乡村旅游产业获得了一定发展，但从总体

上看，尚处于起步、培育阶段，在发展中还面临着发展水平不

高、管理不够规范、政策扶持不够有力等问题，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２．１　 规范管理有待进一步提升

２．１．１　 乡村旅游管理体制不顺。 截至笔者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底调

研为止，桐城市乡村旅游发展尚未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管
理松散、各自为政，手段单一、力度偏弱，作为主管全市旅游

工作的桐城市旅游局，它的引导、组织、支持作用还没有充分

发挥。 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财政、融资、税费、水电气和用地

等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优惠措施落实不到位，影响了社会

资本对乡村旅游开发的投资。
２．１．２　 乡村旅游规划落实不到位。 《桐城市旅游总体规划》
和《桐城市乡村旅游总体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虽已出台，提出

了构建乡村旅游廊道和产业集群，即“二廊三区八组团十二

节点”的空间布局（“二廊”是指山地生态绿色产业发展走廊

和环嬉子湖湿地景观休闲走廊；“三区”是指“大美龙眠”、
“诗画田园”和“风情水乡”３ 个乡村旅游片区；“八组团”是指

龙眠山乡村旅游组团、吕亭鲁王河乡村旅游组团、黄甲乡村

旅游组团、唐湾乡村旅游组团、孔城老街桐城民俗文化旅游

组团、佘冲中国活态农耕文化旅游组团、花间塘乡村旅游组

团、嬉子湖水乡风情旅游组团）。 但笔者在山区 Ｋ 镇调研时了

解到，该镇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分布众多，尤其是古村落、古民

居等独具特色，极具旅游价值。 但目前该镇乡村旅游发展仍处

于初步摸索阶段，尚未进行科学规划，绝大部分景点都是原始

的、粗放的，如大多数古民居因原居民已搬出，房屋年久失修，
破损严重。 而其他乡镇推出的大部分乡村旅游产品也仍然是

市场自发形成的，都由经营者自己谋划、自行设计、自主建设。
缺乏统一规划导致很多乡村旅游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乡村旅

游产品单调、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
２．２　 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２．２．１　 乡村旅游产品层次较低。 桐城乡村旅游与发达地区

相比有不小差距，比如浙江安吉县的 ４ 条精品观光带（黄浦

江源、中国大竹海、昌硕故里、白茶飘香）沿线，特色浓厚的

“农家乐”旅游适应了广大游客需求，每年吸引无数游客观光

消费。 但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桐城乡村旅游产品主要

还停留在以“农家乐”为主的乡村观光、住宿、垂钓、果园采摘

等大众旅游产品阶段，缺乏文化内涵，体验性、个性化、参与

性的产品，产业化水平偏低［３］。 在服务项目上配套设施齐全

的还不多，规模偏小、档次偏低，大部分主要停留在吃、住两

方面，难以满足现代游客体验参与的要求，对游客吸引力不

强，并且经济效益不高。
２．２．２　 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 部分乡村旅游景区景点交通

不便（如山区 Ｋ 镇，镇区到市区油路通达，但因山路崎岖，通
往景点的路面狭窄，交通不便），道路、停车场、洗手间等公共

设施简陋，大多不能满足游客的住宿等方面需要，热水供应、
宽带网络、安全条件、卫生条件等方面设施配套不齐全，道路

两侧和景区景点周边环境脏、乱、差现象比较普遍，标识系统

建设滞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桐城市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２．２．３　 乡村旅游管理人才短缺。 乡村旅游经营者大都是当

地居民，经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乡村旅游的开发和研究还

处于较低层次［４］，从业人员投资、经营、管理和服务理念不

强，服务技能和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特别是市场营销人员、经
营管理人员、规划策划人员等人才紧缺。 如 Ｋ 镇每年举办

“观映山红暨采茶踏青节”活动，通过组织引导，来该镇旅游

观光的游客明显增多，部分还是上海、江苏等省外游客慕名

而来。 但该镇领导反映他们缺乏专业的从业人员，服务理念

和服务标准一时难以提高。
２．２．４　 乡村旅游品牌意识不强。 当前，桐城的乡村旅游经营

户由于大多受自身财力、观念的限制，乡村旅游的策划和对

外宣传薄弱。 规范经营、行业自治、统一营销等工作都没开

展。 在服务水平、服务意识上，与旅游行业服务标准还有一

定的距离。 这些使得桐城乡村旅游缺乏统一的品牌形象。
３　 结论与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桐城乡村旅游存在管理不够规范、发展水平

有待提高等问题。 笔者认为桐城乡村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应

在坚持“生态优先、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

作”的原则下，依托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推动乡

村旅游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５］，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

展，需从如下方面做起：
３．１　 完善规范管理，推动乡村旅游加快发展

３．１．１　 优化乡村旅游发展环境。 乡村旅游要加快发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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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６］。 一要建立

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分管领导担任委员会主任的各部门

联动的乡村旅游发展工作指导委员会，旅游局和相关各部门

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对全市旅游业进行规划，包括制订发展

战略、策划包装、储备一批重大旅游项目等，在各类会议会展

中对外推介。 二要形成扶持乡村旅游的政策体系，在土地、
规划、税收、融资、道路交通、水电和价格等方面给予配套支

持，为乡村旅游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要在美好乡村建设

中，把美好乡村示范点作为景点来规划设计，充分考虑旅游

功能和旅游要素布局，把乡村旅游作为重要产业来培育，把
乡村旅游项目建成有个性、有亮点、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精

品，推进桐城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３．１．２　 强化乡村旅游规划引领。 一是做好规划宣传。 通过

电视、报刊、网络、培训机构加强对《安徽省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合肥经济圈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桐城市旅游总体规

划》《桐城市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等规划的

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政府意图与政策导向，树立、强化

“先规划，后开发”的理念，将科学规划放在发展乡村旅游的

头等重要位置，确保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龙头带动、整体

推进”的框架下开展乡村旅游建设。 二是强调规划落实。 通

过规划引领，精心策划一批具有乡土特色的乡村旅游项目，
努力打造一批特色鲜明、要素齐备、吸引力强的美好乡村旅

游度假区，切实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坚决防止盲目

开发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３．１．３　 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

开交通、水电、通信等旅游大环境发展，以及游客接待中心、
停车场、旅游厕所、交通标牌、旅游指示牌、安全警示牌、污水

垃圾处理等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特别是要注重加强村头巷

尾和重点地段的公共绿化，强化周边自然生态和文化民俗等

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排查和整治村内外特别是游客参与项目

的安全隐患，建立乡村旅游医疗救援和安全应急体系。 构建

舒适、便捷的城市公交体系，增加乡村旅游景点的公共停车

场所和停车位数量，在车站、集散地等人流密集地区设置触

屏式旅游交通、景点介绍的电子设备。 抓住美好乡村建设、
棚户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等项目契机，对通往景区主干道两

侧的建筑物进行立面改造，杜绝乱涂写、乱张贴、乱设摊点现

象，规范广告、牌匾的设置，其牌匾及字体应能体现桐城

特色。
３．１．４　 完善乡村旅游市场监管机制。 一是积极培育和发展

桐城乡村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和协调功

能，协助政府工作，订立行规行约，规范行业管理，加强行业

自律，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二是规范住宿和餐饮的服务

标准，统一规范农家特色打造、新菜品开发、服务技能、服务

质量和产品价格等。 同时加快推进旅游标准化建设，加强旅

游景点质量等级评定、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和“农家乐”星级评

定等，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和服务技能。 另外，加
大社会监督力度，公示投诉电话，在第一时间解决游客遇到

的困难，确保游客玩得开心、游得满意。

３．２　 强化产业提升，推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３．２．１　 提升乡村旅游产品品质。 乡村旅游发展要立足于

“农”，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围绕农业生产、农民生

活和农村民俗，突出地方特色，挖掘文化内涵，精心策划一批

游客参与性强、具有体验趣味的活动项目，如山区唐湾的采

茶、制茶的体验。 将农村里随处可见的农耕用具重新利用起

来，如利用现有塘沟，体验水车抽水，利用现有稻米加工厂，
体验风车扬米。 开展一些家禽、家畜和庄稼认养、认种活动，
体验农事艰苦和乐趣等。 另外，在乡村旅游庭院设计、环境

美化、建筑风格以及桌椅、餐饮用具等方面彰显自然与当地

文化魅力，做到“一镇一品”“一村一韵”“看景知村”和“人无

我有，人有我特”的景观景点，形成乡村旅游的独特性和唯一

性，体现差异性和多元化。 通过千方百计创意“套餐”，来丰

富旅游者体验，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竞争力，为游客提供观

光、度假、娱乐、购物、教育、健康等多项功能的需求［７］。
３．２．２　 树立全域旅游的创新业态模式。 改变桐城目前以农

户经营为主、规模分散、档次较低的现状，在法律规定的合法

范围内，向社会资本全面放开，以加大社会资金向旅游产业

投入力度。 积极探索多方投资的旅游开发新机制，拓宽融资

渠道，搭建旅游产业融资平台，引进社会资本进行整体开发

建设，并与大型旅游企业合作，引进一批高端、低碳的休闲产

业项目落地，重点打造一批起点高、品味佳，特色鲜明、文化

内涵丰富，具备休闲观光、养生度假和文化体验等综合功能

的乡村旅游高端产品，满足旅游者的高端需求。
３．２．３　 强化人才培训。 要提高乡村旅游接待的整体水平，加
大对乡村旅游经营者和服务人员以及乡村旅游行政管理干

部、镇村干部的乡村旅游知识和服务技能培训力度［８］，使乡

村旅游从业人员了解桐城所特有的民俗风情和农耕文化，以
及乡村旅游与当地民俗风情、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紧密联

系，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和层次，提升桐城市乡村旅游服务标准。
３．２．４　 提升品牌知名度。 一是政府要通过新的营销理念、创
新营销方式，加大旅游宣传和品牌打造，通过电视、报纸、网
络、微信、户外广告、专题片、宣传画册、节庆活动等媒体推

介，讲好桐城的故事，描绘好桐城的山、水、林、田、花，才可以

保持热度不减。 同时积极融入合肥经济圈、皖江城市带转移

示范区和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加强与圈内城市旅游合

作，加强旅游资源互补，共同开展旅游宣传营销活动，实现资

源互享、信息互通、客源互送、线路互推、互利共赢。 二是支

持引导乡村旅游经营者积极参与宣传营销活动，利用好网络

营销平台，与上海、南京、武汉、合肥和安庆等重点客源市场

旅行商合作，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提升桐城乡村旅游美誉

度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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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剂量为 ４ ｋＧｙ。 王吉德等［２］ 在研究枸杞干商业化杀虫时，
发现完全杀灭枸杞干表面自然污染害虫的适宜剂量为

３ ｋＧｙ。该研究中当辐照剂量为 ３．０７ ｋＧｙ 时，枸杞干细菌总数

为 ２．２９×１０３ ＣＦＵ ／ ｇ，没有达到企业标准的要求，因此，辐照剂

量 ４ ｋＧｙ 是既能杀灭枸杞干中全部害虫，又能使其卫生学指

标达到要求的最低有效剂量。

表 ４　 枸杞干吸收剂量检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ｏｆ ｄｒｉｅｄ Ｌ．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ｋＧｙ

层次
Ｌａｙｅ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５．９６ ５．８７ ５．９２ ４．１２ ４．０４ ４．１１ ５．９６ ５．８６ ５．８１
２ ５．９５ ５．９２ ５．９６ ４．１２ ４．０８ ４．１１ ５．８７ ５．９１ ５．８６
３ ５．８６ ５．８３ ５．８３ ４．１２ ４．０７ ４．０６ ５．８６ ５．７６ ５．９３
４ ５．９１ ５．８０ ５．８０ ４．０２ ４．０６ ４．０８ ５．９１ ５．９３ ５．９２
５ ５．８７ ５．８４ ５．７９ ４．０８ ４．１１ ４．１４ ５．８３ ５．８２ ５．８３
６ ５．７６ ５．８６ ５．９３ ４．１０ ４．０８ ４．１１ ５．７９ ５．９３ ５．８７
７ ５．８２ ５．７９ ５．９６ ４．１０ ４．１１ ４．０７ ５．８７ ５．８４ ５．９１

　 　 辐照对枸杞干中蛋白质、脂肪、水分含量没有明显影响，
这与刘春泉等［２１］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辐照对枸杞干中总

糖含量影响明显，这与陈静萍等［２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辐照处

理后水稻秸秆的产糖率有所增加，可能是由于射线破坏了其

中纤维素大分子的结构，纤维素发生降解，可溶性总糖含量

增加。 辐照对枸杞干中 ＶＥ 含量略有影响，随着辐照剂量的

增加，ＶＥ 含量逐渐降低，这与劳华均等［２３］ 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
　 　 一般情况下，辐照产品最低有效剂量的确定，主要考虑

产品的初始染菌量、所含微生物的耐辐照性能（Ｄ１０）、最终要

达到的灭菌程度、产品密度等多种因素，而该试验是直接从

样品剂量梯度试验中得出产品辐照的最低有效剂量，即在实

际批量辐照灭菌过程中，产品箱中最低剂量点剂量要达

４ ｋＧｙ。批量辐照剂量跟踪结果表明，其吸收剂量为 ４．０２ ～
５．９６ ｋＧｙ，这在该研究所得到的工艺剂量 ４～８ ｋＧｙ 范围内，辐
照后微生物含量符合企业枸杞干卫生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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