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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特色乡村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柯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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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兴起了乡村旅游潮流。

发展乡村旅游，带来了城市新观念，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多元化。本文旨在探讨旅顺特色乡

村旅游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提出可取的意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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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乡村旅游概述

（一）乡村旅游的涵义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风光、乡村人居环

境、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

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

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

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

本质特征。
[1]

（二）乡村旅游的类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满足城市游客对旅游多样化的需求，逐步出现了不同形

态的乡村旅游类型，这对乡村旅游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民俗文化村型：它有模拟村落和实地村落两种模式。模拟村落，是把某地某些民族的

文化生活现状以模拟的形式，或保存或重建的方式加以呈现，属于主题公园类型。它一般建

在城市周边地区，填补城市资源的短缺，也不失为保护民俗文化的一种途径。

2.农家乐型：是以农家为现有生态资源，着重开发新的产品类型。农家乐有着显著的特

点，一是吃住在农家，贴近农家生活，亲近大自然。二是给游客营造一个“家”的氛围，适

合亲朋好友聚会，品尝家常菜，价格经济实惠。既能促进游客消费，又能使游客切身感受到

乡村的风土人情。三是“乐”趣所在，采摘蔬菜水果、喂养家禽、识别农产品并手工制作乡

村特色农产品，以便游客留作纪念。这样农家乐旅游在发展和创新可以带来新的突破。

3.田园风光型：由于地质地貌的不同，田园风光还表现出平原田园风光、山林田园风光、

梯田田园风光，水乡田园风光、热带田园风光等不同特点并且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有着

山清水秀般的绝妙景色，给人以清静闲适的感觉。

目前来看，旅顺主要有民俗文化村型和农家乐型。闯关东影视基地在旅顺口区三里桥村，

它主要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东风格所建筑的。为游客全方位阐述了民俗风貌的同时，文化

与每一个细节相融相通，韵味十足而绵延流长。农家乐型更有盛莱农庄、龙王塘樱桃村这些

景点。盛莱休闲农庄温室有成熟的红莓、黄莓、黑莓和紫莓。除果实外，农庄还有高尔夫球

场、民俗体验区让游客体验农村生活，久居闹市的居民可以在拉犁耕种中，感受农事的辛劳

与快乐，寻找内心的一方净土。

二、旅顺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1.现有旅游资源

（1）数量与品质

旅顺口区旅游资源的总数量为 209 个，其中，自然旅游资源占 31 个。从表 1看出，水

域风光类资源数量最多，然后依次是地文景观、生物景观、天象气候。自然旅游资源数量虽

然不多。数量上不多，但在品质上优于全区和大连市。

表 1 自然旅游资源数量、品级比较表

资源类

型

数量 优良级 与区平均品质比

较

与大连市平均品质

比较

地文景

观

10 8 +0.99 +1.83

水域风 15 9 +0.26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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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生物景

观

5 4 +1.79 +2.34

天象气

候

1 1 +2.79 +1.00

资料来源：根据《大连市旅游资源分类、详查与评价》之《旅顺口区分报告》整理。

（2）空间分布

旅顺口区自然旅游资源单体在 5 个镇、7个街道(未含龙王塘街道)、1 个开发区的分布

情况。自然旅游资源在街道和开发区中，即德胜街道、水师营街道、铁山街道、北镇、双岛

湾镇、龙头镇中有分布，但分布不平衡。德胜、铁山两街道和双岛湾镇都是 5个单体，北海

镇是 4 个单体，主要集中在这 4 个镇(街道)。

2.现有旅游产品

现有旅游产品种类繁多，因旅顺不断发展壮大，旅游产品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形成了

一定的规模和体系。如书画类、服装产品类、海产食品类等等,也开发了旅游景区的纪念品、

手工艺品，使现有的旅游产品更加丰富，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多种选择空间。

3.旅游接待力

在今年“十一”黄金周旅游市场，旅顺口区积极推进旅游休闲体系建设，拉长了休闲旅

游线路，延长了乡村旅游及其特色农产品的产业链。全区共接待 3.6 万人次 123 万元。其次，

在黄金周期间，旅顺口区温泉酒店、温泉度假村共接待游客 1.7 万人，同比增长 7.3%；收入

209.22 万元，同比增长 14.9%。数据表明:旅顺口区的旅游接待力现处于上升的趋势，推高了

市民出游的热情。

三、旅顺乡村旅游的发展优势

在大连市党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利用旅顺口区自身优质资源，探索出一条带动旅游经济

发展的道路。

1.农业优势

上半年，全区粮、菜、果总面积达到 13.2 万亩，其中新增农业设施 3000 多亩，精品果

园 1 个、精品采摘园 6 个，新发展果树 10.2 万株，花卉组培室 2 个，完成高端花卉育苗 180

万株。各种特色产业园区达到几百个，农业特色产业优势明显。现在全区蔬菜产量 5.5 万吨，

水果产量 2.6 万吨。旅顺口区花卉产业园区和大樱桃、草莓等特色水果，成为农村生态旅游

业的重要载体，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赏、品尝和采购，不仅推动了全区乡村旅游的大发

展，而且还利用农业优势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4]

2.基础设施

水路交通十分便利，以旅顺新港为中心，建成的码头已投入使用，形成便捷的黄金水道。

目前还有高速公路、火车轮渡，大连南路轻轨已全面开通，南、北、中三条高等级公路和一

条铁路干线直达大连。作为中国第一个具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城区年供水量可达 2000 万

吨。通讯设施配套完善，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基本完成，其他服务设施也一应俱全。旅顺基础

设施功能定位更加明确，发展空间进一步的拓展，服务功能和承载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为各

类品牌企业的入驻创造了良好的区位条件。

3.物产资源丰富

旅顺位于沿海地带，水产养殖业日渐发达。其靠海吃海，盛产海参、鲍鱼、贝类、鱼虾、

海胆、螃蟹等。用这些海产品能制作出极有地方风味的海鲜美食。还有 150 多种藻类，其中

海带，裙带菜，紫菜，石花菜等经济价值最高。还有不少出色的贝雕作品，以辽宁沿海丰富

的贝类资源为基础，创造了以花鸟、山水和人物三大类为题。

目前旅顺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四、旅顺特色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农家乐档次不高，对外宣传力度不够

农家乐产品发展单一、档次低、规模小，而多功能、高档次、高品位的农家乐较少，且

多数内容重叠冗杂，设备简陋，影响力不大，缺乏魅力。游客到乡村基本上只能欣赏自然风

光，可供游客选择的项目过少，导致游客体验性不强。最主要的是宣传力度不够大，需要创

造一个良好的口碑，有印象深刻的精神层面在。还需利用网站、旅游杂志、车站广告牌位等

各种媒体积极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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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少总体规划管理，定位方向不明确

旅顺自身优势明显，但没有认识到其文化底蕴深厚，饮食文化独特，就急于进行大规模

的扩建，只凭着满腔热情，奋力苦干，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只是做一些重复性建设、低层次

开发。缺乏总体规划管理，没有找准定位目标，因此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埋没当地

的潜力和市场，影响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使游客享受到最标准最称心的服务。

（三）旅游从业人员缺失、现有人员素质较低

企业经营者目光短浅，主要是当地农户,他们旅游专业技能不高，没有经过专业化系统

化的学习。只顾及眼前利益，从业制度不健全，致使旅游人才队伍人才流失情况不断出现。

全区现有从事乡村旅游人员中，文化水平均不高，人员的礼仪知识、基本服务技能和对突发

事件的应变能力较差，整个团队接待力水平低，所以我们需要真正懂得旅游的人才来经营管

理。

（四）基础设施不足，配套设施有待完善

主要表现在，“吃、住、行、游、购、娱”等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停车场容量不足，污

水和垃圾处理不及时，造成了水土污染，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游客一般只去一次，“回

头率”极低，使游客望而却步。此外，旅顺乡村的通达性差，个别地方有待修整重建，需要

进一步完善设备设施，不然会成为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短板和瓶颈。

五、旅顺特色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一）实施特色发展，强化宣传营销

生态旅游环境优美的景区是游客追求向往的大好风光。要尽量维护资源原样，充分体现

人与自然景观相协调的原则，把乡村的山清水秀的风貌表露出来。总之，强调乡村天然无雕

琢，真实淳朴，环保绿色清新的环境氛围。同时利用高端科技各类媒介，精心策划宣传口号、

宣传广告和一系列促销活动，不断营造宣传的“卖点”。强力旅游的宣传方式，推广特色旅

游品牌，打好旅游项目美誉度。

（二）制定旅游规模，推出特色精品

乡村旅游还处于缓慢发展阶段，我们要加强市场调研，调整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有

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旅游规划。从整体环境着手包装设计，尽可能抓住黄金周、节假日掀起宣

传高潮，推出亮点精品，追求品牌特色，与旅行社、酒店的密切合作，使旅顺成为更多游客

的旅游胜地。

（三）积极培养人才，提高素质和接待水平

我们需要培育人才出谋献策，制定适合当地的发展战略，增添岗位培训方式。在于增强

经营业主的诚信、发展和服务意识。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发现人才、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

员文化素质水平和服务接待力，大量吸引游客，提升游客对从事者的满意度。通过培训不仅

仅解决当地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拓宽见识，开阔视野，对工作充

满热情。

（四）完善基础服务和配套设施

一方面，着力确保游客“食住行游购娱”的多方面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致力于改善乡村

环境，扩大停车容量、扩宽道路，提高旅游者进入旅游景区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有利于吸引

游客成为回头客，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宣传该旅游区。另一方面，实现旅游线路互通，实现资

源共享，资源整合，安排合理的旅游线路，所有配套设施和基础服务得到改善，以便招徕游

客，更好展现旅顺旅游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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