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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阅读：提升乡村旅游的体验质量

考生在平时可以多阅读一些权威媒体的报道或时评，一是对阅读素材的积累，二是对写

作手法的借鉴。展鸿教育挑选了一些文章，供各位考生阅读参考：

近年来，乡村旅游备受游客青睐。如何进一步挖掘乡村旅游的发展潜力，促进其高质

量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应积极把握旅游品质需求不断升级的发展趋势，大力提升体验质量，把乡

村旅游的资源特色转化为旅游产品的体验优势。

促进乡村旅游体验主题化，以主题化促进体验优化和发展路径差异化。主题村落是当前

乡村旅游体验塑造上的新趋势，是旅游市场细分形势下乡村旅游专业化、差异化、品牌化的

重要路径。首先，要通过乡村旅游体验主题化克服当前的体验散、乱、差等短板。近年来，

有些地方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过度追求产品数量，不切实际地盲目跟风热门产品，在有限的空

间内随意拼凑和堆砌，造成了乡村旅游体验的“杂乱无章”。促进乡村旅游体验主题化，要根

据乡村自身的资源特色，精准聚焦和科学选取旅游体验主题，有的放矢地规划、梳理、开发、

打造旅游产品，实现不同产品在体验制造上的互补互衬，并以主打体验为中心脉络，形成规

模化、体系化的高端体验价值链。其次，要通过主题化探索差异化，促进相邻乡村旅游体验

上的错位互补。旅游资源特别是自然风光、民族风俗等资源的分布往往具有地理上的区域集

聚性，同一区域或相邻区域因高度相似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乡村旅游往往容易造

成同质化发展的窘状。因此，彼此的错位互补十分重要。而要同中求异，就要在各自区位、

资源禀赋的细微差异上和目标客群上做文章。以民族地区村寨为例，部分交通条件好的村寨

可更多面向大众市场特别是团队游客，以经营观光旅游、民俗演艺等为主；位置相对偏远、

交通不便的村寨则主要面向小众市场，向高品质、低密度原真文化体验等高端化方向发展。

尊重乡村旅游资源的原真性，处理好乡村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当前乡村旅

游开发经营中的原真性保护和商业化矛盾比较普遍。一方面，无论是乡村观光，还是乡村休

闲度假旅游，都要求一定的体验舒适性，需要进行一定的旅游辅助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以

重温传统、回归田园、寻觅乡愁、诗意生活等为核心体验的乡村旅游与过多过滥的旅游辅助

设施、商业活动难以“兼容”。以传统村落旅游为例，过多村民从事旅游接待和经商将导致目

的地居民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给传统、原始的村容村貌造成视觉污染，“画风”
突变也必然导致乡村旅游体验的“失真”。乡村旅游的最大魅力在于其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原真

性，因此，要将尊重和保护乡村旅游资源的原真性纳入当地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在建设开发

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展示乡村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本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在乡村文

化保护传承上，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防止文化资源

非正常流失。

促进乡村旅游体验深度化，打造乡村旅游“浸入式”体验。如今，旅游消费价值观正迎来

全面升级，旅游消费越来越注重体验深度，因此推进旅游体验向纵深发展是乡村旅游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打造乡村旅游“浸入式”体验，要在过去吃农家饭、住农家屋、看民俗表演

等浅层次开发的基础上，全面盘活和深入挖掘乡村旅游资源潜能，加大对乡村非传统旅游资

源的开发力度。以传统村落为例，可对犁田、插秧苗、打稻谷、编草鞋等原汁原味的农业生

产活动进行传统农耕文明旅游开发；对农业生产中的浇灌、施肥、收割、养殖等活动进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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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编排，开发出兼具娱乐性、教育性、参与性的旅游产品，还可以充分利用其他农业、林业、

养殖业等资源开发相应的旅游产品。从而多方面立体化发掘乡村旅游资源的潜力和价值。同

时，兼顾部分游客的个性化旅游需求。例如，不少游客渴望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可

以通过深度“浸入”，实现游客体验层级依感官、认知、情感等梯度逐级提升，以“深”游促“慢”
游，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从而发挥旅游的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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