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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吸引了大批城市游客，成为现代旅游业中新的亮 

点。美丽的海滨城市连云港，虽然拥有发展乡村旅游业十分优越的条件，但其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仍处 

于起步阶段。如何利用好这些优势推进连云港市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对促进连云港市旅游业 13趋走向 

成熟、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及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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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所导致的诸如环境污染、工作紧张、身心疲惫等 

所谓 “城市病”的广泛传播，城市居民时常感到烦燥和不安。因此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现代旅游实际上就是 

背离现代城市而产生的，它促使人们逃离高楼林立、喧嚣拥挤、水泥充斥的城市，去寻找乡村、绿野、海 

滨，追求天然的绿色生态、久远的文化古迹、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海水和金色的沙滩。于是，以回归大自 

然、欣赏乡村田园风光、体验乡村生活、融人自然生态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游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的时尚 

追求。美丽的海滨城市连云港，虽然拥有丰富而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但却未能得到深层次的开发利用，至 

今仍然处于零散的初始和自发阶段。本文就如何科学合理地发展连云港市乡村旅游业以适应时代需求进行了 

初步探讨。 

1 乡村旅游的概念及其特点 

乡村旅游，有人又称之为农业旅游、乡村风光旅游等。关于它的概念，国内外诸多专家和学者已从不同 

的角度对其作了多种界定，虽然这些定义在表达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笔者认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是 
一

致的：乡村旅游是以宜人的农业生态环境、独特的乡村文化景观、可参与式的农事劳动、传统的民风民俗 

等为旅游资源，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市场目标，融休闲度假、观光游览、娱乐求知、参与体验于一体，满足人 

们追求回归自然、领略田园风光等方面需求的一种旅游方式。乡村旅游具有以下特点： 

1．1 活动区域和活动对象的乡土性 

与城市不同，乡村地域辽阔、经营粗放且受现代工业的影响较小，绝大多数乡村地区因远离现代工业文 

明而保持良好的自然风貌、独具风格的风土人情和乡风民俗。这使乡村旅游在活动区域和活动对象上均具有 

传统的宁静、休闲和放松等乡村特色。这也正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真正卖点。 

1．2 旅游资源的原生性 

城市居民之所以选择到乡村旅游，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乡村拥有城市所没有的带有原生性的生态旅 

游环境及其它原生性旅游吸引物：如自然的农村风貌、纯朴的田园生活、土生土长的农副产品等。这种原生 

性的乡村旅游资源决定了乡村旅游过程中的各项活动更加贴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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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层次上的高品位性 

笔者认为乡村旅游层次上的高品位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现代旅游活动的大 

众化趋势更加明显，即越来越多的人们会把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和闲暇时间用于旅游活动，使旅游活动 

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旅游活动是在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追求更 

高层次的精神上的享受；其次，乡村旅游是旅游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形式、新内容，是旅游整体中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旅游发展的继续和延伸；第三，从形成的起源上看，乡村要早于城市，所以乡村文化也 

更加源远流长。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音乐舞蹈、民间建筑、民俗民风、趣事传说等均来自于乡 

村，但因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而被淡化、破坏，甚至濒于失传和灭绝的境地。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古老的民间 

文化，世界上许多国家正申请把它们当作人类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承，对他们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赋 

予他们较高的文化地位。 

1．4 活动的地域性和季节性 

地域性和季节性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特点。由于各地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域乡村农业 

和文化景观各具特色。又由于农业生产在各阶段都要受到自然界中光、热、水、土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 

些因素本身存在着季节性变化，也造成了乡村旅游季节性特征。所以，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必须充分 

考虑地域性和季节性，以便因 “时”制宜、因 “地”制宜地设计出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1．5 旅游效益的综合性 

乡村旅游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农业生产与旅游活动进行有机地结合，是在几乎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情况 

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能带动农业、旅游业、商业以及交通、通信等行业和部门的共同发 

展，形成综合效益。 

2 发展连云港市乡村旅游的现实意义 

2．1 乡村旅游的开发是对连云港市旅游业整体发展的补充和完善 

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本身就是新的旅游吸引物，所以能增强旅游的总体吸引力、提高游客的重游率，同时 

也能丰富和完善现有的旅游项目和内容、能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增加经济收入、减轻旅游热点在旅游旺季 

的压力，从而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整个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发展乡村旅游能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 

乡村旅游是现代旅游业的延伸和补充。发展乡村旅游能在乡村形成新的产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 

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 

2．3 发展乡村旅游能密切城乡联系，促进城乡旅游发展一体化 

城乡之间存在客观的差异，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能为城市居民在方便地投入 自然、享受生态、丰 

富生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等方面提供服务和空间，使之能从乡村原始自然、优美：宜人的生境中体验到乐 

趣，增强改善和保护城市环境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 能使村民有直接与文明层次更高的城市人交流 

的机会，认识自身的价值，提高保护和珍惜生态环境的意识。促进旅游业的整体发展。 

3 连云港市发展乡村旅游的优越条件 

3．1 从气候条件看 

连云港市属于暖温带湿润性季风海洋性气候，兼有暖温带和北亚热带气候特征，四季分明，温和湿润， 

气候宜人，使本市的农业生产也具有南北结合、海陆兼收的特点。这使本市的乡村旅游业具有类型齐全、内 

容丰富多彩的形式。 

3．2 从地形条件看 

连云港市境内以平原为主，兼具丘陵、山地、湖泊、滩涂等多种地形类型；海岸线类型齐全，其中基岩 

海岸是江苏省独有。江苏省境内的9个海岛全部分布在本市海域，这使本市具有风格多样的农业生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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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边渔业和盐业、山地林业 (包括茶、果、药等)、平原耕作业、淡 (海)水养殖业等。连云港市还是 

国家重要的粮棉油、林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其中云台山种植面积广阔的云雾茶是江苏省 3大名茶 

之一；海州湾渔场是全国8大渔场之一；淮北盐场是全国4大盐场之一和全国最大的紫菜养殖加工和对虾养 

殖及河蟹育苗基地。多样的地形类型为本市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3．3 从本市大旅游环境来看 

近年来，连云港市大力发展旅游业，倾力打造 “名山名水”、“绿色生态”、“古城名郡”、“现代港城”四 

大特色品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 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 2003年度最佳环境城市排行榜中，连云港 

市名列污染控制最佳城市第二名；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在全国401个市 (镇)中列第七位；首次进入全国污 

染控制最好城市和道路声环境最佳城市行列；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国家 4A级景区 4处，国家级 

旅游示范点 3处，其数量和接待游客量在江苏省辖市中名列前茅；已发展成为全国49个重点旅游城市之一 

和江苏省 3大旅游区之一；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海陆空相接，交通便捷，是全国5大交通枢纽 

之一和45个公路主枢纽之一；连云港民航机场达到国际4D级标准；连云港新建的多条高等级公路更加方便 

了城乡和市县间的客物流通。因此本市乡村旅游业的开发拥有状况良好的大旅游环境。 

3．4 从乡村旅游市场潜力来看 

首先，随着连云港市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市民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 (参见表 l、表 2)，乡村旅游能不断 

满足城市大量的现代人追求回归自然、放松心情、恢复身心的强烈愿望；其次，乡村旅游更加方便实惠、-层 

次品位较高，能极大满足广大青少年及大学生到乡村求知学习、猎奇求异、体验生活的需求；第三，因为方 

便的交通使本市旅游活动具有较强的可进入性，方便了大批外市的旅游者；第四，本市的综合实力不断提 

高，旅游设施不断完善，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迅猛。因此连云港市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 

表 1 连云港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及对比关系表[1] 

＼＼ 聿 
l990 l995 20ol 20o2 20o3 2O04 单位 项 目 ＼  

末人 口 4o5．04 427．78 455．61 459．64 464．03 467．83 468．82 万人 

非农人 口 65．33 77．54 lCr7．1l 120．67 l27．O8 172．49 万人 

城市居民人均 6953 7782 8872 
1501 4504 6456 698l 兀 可支配收入 (新口径) (新口径) (新口径) 

非农人口比例 l6．1 l8．1 23．5 26．3 27．4 36．9 ％ 

—— 人均城镇居民存款 9984 lO345 兀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 2400 4488 ll5l8 l094l l1820 22769 人次 

旅游者天数 l1746 18290 l3O84l 144972 176750 2O9Ol1 人天 

注：1．1990—2003年资料见连云港统计年鉴(2004：46 —49) 

2．2004年资料见连云港年鉴(20o5：345—355) 

另据最新统计如表 2： 

表 2 2004年连云港市旅游概况统计表⋯ 

项 目 数量 同比增长％ 占全市 GDP的％ 

入境旅游人数 4．O3万人次 77％ 

外汇收入 3720万美元 l0o．3％ 

国内旅游人数 613．45万人次 21．8％ 

国内旅游收入 52．52亿元 23％ 

总收入 l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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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云港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4．1 起步较晚 

和国内外乡村旅游业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相比，连云港市虽然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乡村旅游业的起 

步较晚，至今仍处在探索、尝试、零散的初级阶段，现有的乡村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近几 

年，由连云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连云港渔民文化节”对发展连云港市乡村旅游业起到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 

用。如文化节上举办的 “渔家姑娘织鱼网”、“弄船赶海”、“撒鱼网”、“掷鱼”、“潜海拾贝”、“趣味海豹”、 

“海上垂钓”、“渔家丰收乐”、“沙滩拔河”等渔家乐活动项 目也正是滨海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活动的重要形式。 

但这些毕竟只是文化节内容，还未能开发、普及成真正的常规旅游项 目。 

4．2 缺乏科学的规划和管理 

连云港市现有的少数乡村旅游项 目多以村民自主开发为主，未经旅游管理部门的整体规划，形式和内容 

都比较简单粗糙，缺乏深层次和高品位的旅游项目，仅仅局限于海边尝海鲜、观海景 、体验渔家生活等简单 

形式和内容。 

4．3 发展乡村旅游的意识低 

连云港市乡村旅游发展之所以缓慢、落后、不成气候，主要是因为全市上下对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意识较 

低而导致的整体上的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力度： 到位和整体规划管理层次较低、对乡村旅游概念及开发乡村 

旅游的现实意义的理解不深等，从而使连云港市乡村旅游的发展显得更加零散。 

5 关于发展连云港市乡村旅游的策略 

考虑到连云港市发展乡村旅游优越条件及面对连云港市乡村旅游对旅游起步晚、规划和管理的水平低、 

发展乡村旅游的意识低的现状，笔者认为，要使连云港市的乡村旅游业成为本市旅游 业发展中的一个引人注 

目的亮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5．1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根据已有经验，要实现乡村旅游健康良性的发展，必须要解决好农 民、政府、旅行社这三者之间的关 

系，否则将会产生混乱的局面。一般地，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应发挥权威和主导作用。而政府部门要真 

正发挥其权威和主导作用，其领导和主要管理者首先要带头更新观念，提高对发展乡村旅游意义的认识和理 

解，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乡村旅游发展的命脉，．而不能固步自封，用片面、狭隘的观：念去经营乡村旅游。从 

分工上，政府部门应主要负责旅旅游总体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做好招商引资工 

作，加快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提高城市发展的综合实力；不断优化和监督市场秩序与环境；协调好旅 

行社、乡村旅游协会及农民个体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提升旅游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等。旅行社主 

要负责旅游产品的广告宣传、市场开拓、客源组织、游客食宿和活动项目安排协调等 乡村旅游协会及农民 

个体经营者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履行各 自职责，如为游客提供导游、住宿、餐饮、各种 

参与式项目、节目表演等具体接待工作。这样的模式能使经济收益和生态环境保护达到双赢的效果。 

5．2 坚持因地制宜、特色为先 

特色是对游客产生吸引力、增强自身竞争：匀的源泉。发展乡村旅游也必须从挖掘：地方资源特色出发，因 

地制宜地设计和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和旅游项 目。如：滨海渔村可以开展 “渔家乐”系列项 目；云台山 

林区可以围绕森林生态景观赏游、水果自主采摘、茶场采茶、纪念树种植、花卉种植欣赏和选购、特色药材 

种植销售等方面设计项目；孔望山、桃花涧和：将军崖景区可利用其附近原有的桃园、梨园、李园等果园优 

势，进一步集中连片，扩大规模，根据季节性设计赏花、摘 (尝)果、游园、提供婚庆纪念摄影园景 (区) 

等项目；在东海县可以以温泉、水晶及亚洲第一深钻井等旅游吸引物为中心，设计配套的农业景观欣赏或参 

与及体验农事劳动的园区，增加项目、丰富内容、提高档次、形成特色，既满足了游客需求，也提高了农民 

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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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科学规划是发展乡村旅游业的一项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当前，连云港市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还处在起步 

阶段．在规划布局的科学性上显得欠缺，具有明显的自发、随意和松散的特点。因此，在其形成规模之前应 

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尽早做好前期工作，详细规划、整体布局，有重点地分步实施，以减少对资源的破坏 

和经济上的浪费。笔者认为，连云港市乡村旅游在开发上也要以 “名山名水，绿色生态”这一区域旅游的总 

战略规划为中心，同时兼顾环境和市场等因素，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突显特色，确 

保良好开端、实现可持续发展。 

5．4 观光游览和参与体验并举 

乡村旅游主要是以欣赏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乡土气息、体验乡村生活、融人乡村生态等休闲活动为特 

色区别于其它旅游类型。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要考虑把观光游览和参与体验紧密结合，尤其是设计特色鲜明 

的地方农事活动及地方文化的项目让游客亲身参与其中，这样才能让游客们真正感受和体验农村质朴而丰富 

多彩 的生活。 

5．5 兼顾整体、注重协调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不能违背当地旅游业的大环境，而应作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进行开发。每一个新景 

区 (点)的设计都要充分考虑与周围现有景区 (点)的关系，要以正近邻效应为目标，杜绝出现景点之间产 

生此消彼长的恶性竞争。所以，兼顾整体、注重协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坚持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原 

则，要求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旅游产品的开发等与环境保护、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与农、 

林、牧、副、渔业的发展相协调达到双收共赢的效果。 

6 结语 

连云港市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空间，应当成为连云港市旅游业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后如何使之成为市旅游业中的一个特色亮点，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加大宣传和投资力度，做 

好资源和市场的调研工作，为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布局、准确定位、推出特色旅游线路、打造特色产品做好 

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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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Dise~ 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Lianyungang Rural Tourism 

ZHENG Chang—-sheng 

(The Ec0n0mic and Law Department of Lianyungang Teachers’College，Lianyungang 222006，China) 

Abstract：Rural tourism which has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tourists with its special style and glamour，has become a new 

attraction in modem tourism in the past few years．Lianyungang，a beautiful seashore city，has superior conditions which de— 

velop the rural tourism though；its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s still at its beginning．How to make the most use of these 

superiorities of Lianyungang city rural tourism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Lianyungang tour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achieving  maturity of Lianyungang tourism，changing the countryside backwardness and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Key words：the city of Lianyungang；rural tourism；strategy；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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