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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管理概念下的乡村旅游模式发展思考 
——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为夯实乡村旅游产业体

系，需要以休闲农业管理理念

为基础框架，通过实时调整乡

村旅游经营决策，丰富乡村旅

游项目形态，完善乡村旅游产

业扶持政策，营造“诗意栖居”

的产村融合、村景一体的发展

环境，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成

效。本文将结合《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一书，分析休闲农

业管理概念下的乡村旅游模

式发展存在的问题，探索创新乡村旅游模式的实施价值

与实践路径，以期为当前全面改善乡村旅游发展质量提

供有效参考。 

由陈灿、黄璜主编，湖南科技出版社于 2018 年 1 月

出版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一书，主要以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乡村旅游成功项目案例，

介绍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类型及特征、农业生产文化

的开发、农业生活文化的开发、农业娱乐文化的开发和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等多元内容，对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的开发策略进行全面论述，提出了乡村旅游的文

化特点及要素挖掘、未来乡村旅游的五大形式和打造“体

验”要素，推动新常态下转型升级等多种观点，为当前引

领乡村旅游发展创新提供科学指引。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理论完善，内容丰富 

该书理论叙述扎实，通过对乡村旅游的文化特点及要

素挖掘、乡村民俗生活文化的开发、乡村民俗节庆、农业

节庆文化的开发、未来乡村旅游的五大形式等内容进行完

整解读，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在研究乡村旅游模式发

展存在的现实问题时，可以从以下角度出发：一是受乡村

旅游项目的业态单一、市场影响力和认知度有限等因素影

响，造成游客群体类型单一、群体规模小等现实问题。特

别是在消费者主导的旅游经济环境下，消费者对参与体验

提出了较高要求，乡村旅游缺少良好的传播机制，很难走

进游客关注视野。二是乡村旅游项目还面临金融资本、智

慧科技和优秀人才等发展资源不足的现实难题影响了乡

村旅游发展成效。乡村旅游亟待完善新内容、新项目，引

入新技术，但目前多数乡村旅游发展基础薄弱，缺少扎实

的人才基础，很难推动乡村旅游项目高质量发展。三是广

大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薄弱，影响了乡村旅游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部分乡村旅游项目在发展过程中，缺少

科学规划和产业联动意识，未能综合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承

载量，影响了游客的服务体验。 

二、重点明确，构思全面 

该书研究重点明确，通过采用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相

融合的论述思路，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基础知识、资

源开发和经营管理等多种内容进行完整解读，为读者掌握

乡村旅游发展技能提供了有效借鉴。以休闲农业管理概念

为基础，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模式，将实现以下价值：首先，

开展乡村旅游，既提升乡村旅游现代化、智能化水平，也

实现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良好目标。通过开发旅游活

动、发展旅游服务，极大丰富了乡村产业形态，为推动乡

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其次，在文旅融合背

景下，通过整合乡村旅游资源，延伸产业发展空间，丰富

多元产业业态，充分满足大众多元化的旅游需求。在传承

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综合现代大众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

通过将其不断引入乡村旅游发展体系，实现乡村旅游开发

的最佳成效。最后，随着居民旅游消费能力不断提升，乡

村旅游与休闲农业进一步加大融合力度。为真正破解乡村

旅游发展困境，需要将旅游产业要素与消费者诉求充分融

合，为农民增收、产业致富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立足应用，适应未来 

该书研究案例丰富，通过选择举办专题系列农业嘉年

华活动，以庙会、集市、节庆为纽带的乡村旅游开发，民

居（民宿）生活文化的开发和旅游纪念品、地方特色工艺

美术品的开发等多种实践案例进行详细解读，增添了全书

内容的可读性。在文旅融合环境下，为确保我国乡村旅游

产业能够实现健康、快速发展，需要重点做到：第一，要

坚持市场主导原则，通过充分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旅游消

费诉求，形成新的乡村产业体系，需要清晰、全面表达乡

村资源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构建强势的乡村旅游产品品

牌。第二，在休闲农业管理概念下，发展乡村旅游模式时，

要立足休闲农业资源丰富、种类多元的资源基础，融合市

场多元化的需求，推动乡村旅游与传统民族元素、乡土文

化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乡村发展的最佳成效。第三，发展

乡村旅游项目，需要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为支撑，通过

优化乡村交通体系、提高服务接待能力，为全面开发乡村

旅游项目奠定了良好基础。 

该书详细论述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相关类型与

开发特征，有利于当前做好乡村旅游发展工作。面对当前

大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要通过优化乡村旅游项目发展

形态，保留乡土气息和自然生态意蕴，从弱化乡土文化转

向助力乡土文化复兴，通过充分展现乡村旅游的独特美

学，推动乡村旅游从简单走向饱满，促进乡村文旅实现有

机、有序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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