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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乡村游？高品质定位、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档次管理，才能让
乡村游正逐步走上“高大上”的转型路。
三亚正在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要寻觅
美丽乡村发展的优势，做强“长板”、补足

“短板”，实现游客、农户、参与企业以及地
方政府的多赢。

海南乡村游要想“高大上”，就得让游
客“来得了、吃得好、玩得欢、住得下、带得
走”。 这一切就得在“产业兴村”上下功
夫。

吉阳区区委书记陈跃说，美丽乡村发
展在产业兴村上下工夫。要围绕旅游业做
文章，打通一产和三产间的关联，促进农
旅结合、农旅融合，进一步拓宽村民就业
创业的空间。根据每一个乡村的特色和优
势，充分挖掘乡村生态、历史文化、乡土民
俗的独特魅力，加快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
服务业，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平台
和增收机会，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产业发
展带来的红利。

乡村是美丽乡村发展的灵魂。“乡村游
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是乡村游逆袭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大部分
人都有一种乡愁情怀，身在城市，心系家
乡。乡村游不仅让人看到风景画，更让人
看到情感风俗画卷。吉阳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发展乡村旅游，要注重将当地环境、文

化、生产生活方式等转变为旅游元素，乡
愁才是乡村游的灵魂。

激发活力，内生动力促发展。美丽乡
村建设是要让全村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
来，永远过上好日子。要增强村民见识，
考察民宿经济和乡村旅游，让村民了解了
发展规范民宿产业中的环境打造、政策扶
持、市场运作、政府监管等方面的做法，学
到了先进经验。吉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黄薇莉表示，“既富又美”是中廖村打造美
丽乡村的底色，未来中廖村还要“见贤思
齐”，吸纳先进经验，在“特”上做文章，找
到适合中廖发展的产业。

转变管理理念 塑造品牌特色。“原种、
原地、原产”的旅游模式将是特色休闲农
业发展的方向。发展骑行、农家乐、生态
体验等乡村游，将传统农业与乡村游有机
融合，能够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促进特
色休闲农业发展。此外，要转变农业产品
管理理念，从鼓励扩大销量向拓展销路转
型，从发展特色农产品向树立品牌特色拳
头产品转型，从单一发展特色农业向特色
农业与“乡村游”有机融合转型。要打造
一批具有特色的精品农产品。

“旅游+”将乡村打造成开放式景区。
通过“旅游+”，让民宿发展起来，把旅游和
相关产业带入乡村，让村民参与其中。将
优质、具有海南特色的咖啡文化与产业引

入村里，为客人提供特色服务；提供采摘、
垂钓等休闲活动，现有的水稻田也可以成
为景区的一部分。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引进任何一种旅游产业时，一定要
搞好调研，量力而行。发展可利用民宿等
旅游产业，带动农业发展，把游客“向田里
引，往民宿里引”，把美丽乡村作为景区来
打造。还可以设计开发骑行运动、垂钓、
科普等参观体验性的娱乐、运动乡村旅游
产 品 ，扩 大 丰 富 采 摘 业 种 类 和 农 家 乐 形
式，配套酿酒、黎锦、有机蔬菜和无公害稻
米等乡村特产销售，为村民增收致富提供
平台。创新发展乡村度假产品。针对岛外
客源需求，结合三亚的乡村特色，以及一
流的生态、养生等旅游资源，开发精品民
宿、乡村养生等有特色的乡村度假产品，
与海南成熟的滨海度假产品形成互补并实
现共赢。

将文创产业导入美丽乡村。发展产
业，必须依托文化，文化才是产业发展的
灵魂。陈跃说，将保护乡村乡野农耕文明
和自然原始纯朴之美相结合，充分挖掘村
落的特色和优势，合理布局饮食文化、茶
道文化、服装文化，复制一些古老的黎家
船形屋，可以组建黎族舞蹈队、歌舞团，设
立黎族特色博物馆等等，让人们从中寻找
到乡村的记忆，记得住浓浓的乡愁 。

三
亚
乡
村
游
：

从
旅
游
配
菜
升
级
为
﹃
主
菜
﹄

本
报
记
者

杨
洋

中廖村示范段启动后，拉来了三亚“五月郊游季”全域旅
游序幕。乡村绿道骑行、钓鱼赏花摘瓜果，到哪个农家乐吃
过农家饭……目前到乡间田野享受度假闲情，已经成为海南
旅游界的新时尚。美丽乡村游已从旅游配菜成功“逆袭”为

“招牌菜”，成为三亚旅游行业强劲的“黑马”。寻梦田野间，
玩转美丽乡村，已成为三亚美丽乡村游的新时尚。

业内人士常说，乡村游的发展分成三个时
代，一是吃农家饭时代，二是干农家活时代，
三是乡村度假时代。如今，三亚的乡村游已然
跳过“吃饭”和“干活”的时代，正在跨步进入
乡村度假时代。

2017 年，三亚将大力推进“十镇百村”工
程，明确加快建设 10 个特色产业小镇及 100 个
美丽乡村目标，补齐“五网”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生态环境等短板，着力规划一批生态美、
产业强、百姓富的美丽项目，打造宜游、宜业、
宜居的美丽三亚。一系列内容丰富、特色鲜
明、富有品位的乡村旅游产品，融地方文化、
民俗为一体的精品乡村旅游产品已经成为乡
村游的“新星”，各个美丽乡村正在如火如荼
抓紧建设，形成了百花齐放，日月同辉满天星
的景象。

槟榔林、龙眼树、湖泊、田野、小桥、人家，
一路都听到啾啾鸟鸣，几头耕牛悠悠行走……
这 是 中 廖 村 一 幕 。“ 兴 阑 啼 鸟 换 ，坐 久 落 花
多”，这是中廖村留给时光的节奏。4 月 27 日，
华侨城（海南）公司对中廖村美丽乡村再升级
的新闻经三亚日报报道后，“中廖村”再次成
为网络热门词，在百度词库里搜索，相关结果
多达 5090 条。看绣球花海 9 万株红蓝白花营
造浪漫唯美场景，住花心岛酒店兼具乡村野趣
又不乏舒适体验，品花瓣咖啡美景与美食同在
令人心生向往，忆阿爸茶社享受中廖美好的休
闲慢时光，

华侨城（海南）公司巧做“旅游+”文章，引
进产业、注入活力，助力三亚“五月郊游季”全
域旅游拉开序幕，骑行中廖村、摄影采风、亲
子互动、外国人看中廖村、婚庆协会考察等五
场活动，让“小尺度、融自然、承乡愁”的中廖
村更显“人气、财气、灵气”。

同样因乡村游而受青睐的还有海棠区的
青塘村。穿过青塘村的彩虹大门，沿着画满卡
通涂鸦的村墙一路走进来，村内王牌亲子体验
项目“丛林穿越”的营地里站满了 20 多名前来
体验的孩子。“我也要玩。”8 岁的体验员文思
语拉着爸爸和哥哥换上护具，开始探险。青塘
村乡村游打造亲子时光，玩“丛林穿越”让孩
子更勇敢。在此开卡丁车比赛美景收眼底，在
如画美景的乡村内开展亲子游，吸引市民、游
客流连忘返，亲子游亦成为青塘村打造差异化
美丽乡村游的“拳头产品”。

每年的 3-4 月份海南就进入了芒果季。3
月 25 日，为期 30 天的三亚市全域乡村旅游月
欢乐采摘节在育才生态区后靠村隆重拉开帷
幕。此次活动在旅游路线上独具匠心，从三亚
文门、雅亮等乡村游览，那会村后靠小组主会
场进行各种旅游体验活动，包括芒果采摘、苗
寨长桌宴、乐淘农家特产、观赏苗族舞蹈表
演、苗寨拓展寻宝活动与当地村民一起篝火狂
欢晚会，房车及帐篷露营等体验活动，将每一
个美丽乡村串联起来，拉动了全域旅游推进。

同样采摘活动在崖州区的芙蓉岭也热闹
非凡。在芙蓉岭上种植着约 2500 株的“台农
一号”芒果，在其他芒果园采摘完之后，这里
的有机芒果“林芒”才姗姗来迟，日前，正巧赶
上人们游兴大发的暑期。记者一行从三亚市
内驱车一小时，到达“林芒”所在的芙蓉岭，登
上芙蓉岭，面朝大海，清风吹来，芒果飘香。
不少游客携家带口慕名前来采摘芒果。生态
健康的“有机芒果”采摘，为游客提供了新的
选择，进一步丰富三亚的暑期旅游市场。休闲
农业悄然兴起，观光采摘、农业体验式旅游得
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芒果产业探索“旅
游+芒果”的发展之路前景可期。

美丽乡村建设是要让全村老百姓的钱
袋 子 鼓 起 来 ，永 远 过 上 好 日 子 。“既 富 又
美”是三亚打造美丽乡村的底色，然而在美
丽乡村发展之路上，一定程度上存在产业
发展后劲不足、有些村民钱袋子还没有鼓
起来，美丽乡村并没有真正延长游客的脚
步，依然存在“点”上“高大上”突破、“面”
上“散小低乱”的结构性矛盾。哪些因素掣
肘着美丽乡村发展？

乡村游发展，有人欢喜有人忧。
7 月 6 日，记者在中廖村看到，几张桌

子、几个小凳，就地“摆摊”，一群孩子就在
榕树广场周围嬉戏游玩。村民陈惠珠说，
她 是 一 名 家 庭 主 妇 ，从 前 只 在 家 里 带 孩
子。现在村里的游客多了，采摘自家的椰
子卖，每个 10 元，生意十分火爆。在村里

“摆摊”，既能赚点生活费，又能照顾孩子，
一举两得。

芒果、椰子……在家门口就可以出售
自家种植的水果。村民林菲激动地告诉记
者，家里有芒果种植基地。春节期间，在
村里“摆摊”，不出村就能赚点钱。更重要
的是，向游客宣传自家种植的有机芒果，
又可以拓展销售渠道。游客采摘购买，可
以从种植基地取货，也可以通过物流公司

送货上门。未来，打造农业休闲旅游，在
传统种植芒果的基础上，开展体验游，拉
长 产 业 链 ，带 动 农 业 衍 生 产 品 更 好 地 发
展。不可否认的是，美丽乡村内，一些产
业也开始“苏醒”，激活了美丽乡村发展的
原 动 力 。 然 而 ，也 要 不 少 村 民 向 记 者 反
映，乡村游出现“冷热不均”现状，周末进
村游玩的游客多，平时游客量少。还有些
村民反映，因自身能力欠缺，面对美丽乡
村发展，不知道如何利用自身资源进行扩
大再生产……

找到病症，才能对症下药。在发展美
丽乡村过程中，吉阳区旅游文体局局长李
建锋说，乡村旅游形势大好，依然存在不
少需要解决的问题。乡村游精品不多，发
展模式比较粗放，不少乡村游只有简单的
吃 吃 饭、打 打 牌、钓 钓 鱼 ，同 质 化 倾 向 严
重；融入性、体验性项目的开发比较欠缺，
游客来到乡村，无法感受具有特色的乡村
生产生活场景，没有和村民近距离互动的
项目；周边配套服务不足，不注重游客的
体验和观感，比如一些乡村游既没有公共
交通工具，也不提供接送游客服务；乡村
游与传统旅游项目互动不足，无法形成联
动效应、规模效应。

乡村游产品单一、规模小、布局分散、
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品牌等，又表现在乡村
游经济效益不佳、发展缓慢等。多数地方
的乡村游都是简单复制：吃野菜、农家乐、
喝喝茶、打打牌，缺乏发展后劲。

除了受农村环境卫生一般、食宿条件
较 差 、休 闲 产 品 结 构 单 一 等 现 实 原 因 影
响，还受到交通不便、依托的城市及城市
人口较少、市场辐射能力弱、本地消费市
场不足等客观因素局限；对于外地游客而
言，还存在旅游休闲产品单一、整体形象
单一、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原因，因为规划
滞后，不少乡村旅游点在原资源上稍加改
造就接待游客，没有形成规模；基础设施
不完善，有些景区道路、游客服务中心、标
识标牌、旅游厕所以及排污垃圾处理设施
不到位；市场定位和对接不够，有些乡村
旅游点不景气，既浪费了资源，又影响农
民积极性；乡村旅游精品不多，主题不突
出，缺乏地方特色，吸引力不强；乡村旅游
管理不到位，有些乡村旅游点管理手段欠
创新，卫生、安全、环保措施不力，服务不
规范，经济效益不高；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
缺乏，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
全面提升。

现状：
乡村游异军突起
日月同辉满天星

困境：乡村游“冷热不均” 找到病灶对症下药

对策：做强“长板”、补足“短板”，打造既富又美的美丽乡村

青塘村惊险刺激的探险项目青塘村惊险刺激的探险项目

亲近自然成为乡村游的一大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