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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业是当今世界的朝阳产业，其中乡村旅游成了引人注 目的亮点，如何发展 乡村旅游 ，颇值得认真 

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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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当今世界的希望产业、优势产业和 

朝阳产业。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的类 

型越来越丰富，其中乡村旅游成了引人注 目的亮 

点。所谓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开展的、以特有的人 

居环境、民俗、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 

基础的旅游活动。换言之，就是在乡村开展的旅 

游，主要内容有：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文化；以农民 

为经营主体的民俗体验；能满足城市居民享受田园 

风光、回归淳朴民俗的愿望的旅游活动。因此田园 

风味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乡村农民则 

是其中的重要经营主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工作节奏的加快，生 

存竞争压力的增大，人们对乡村美丽的风景、幽雅 

宁静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淳朴浓厚的乡间风味、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保存久远的文化传统 

等越来越向往，乡村旅游必将成为现代旅游的重要 

组成部分。乡村旅游不仅能够让人感受自然，进行 

心理放松，同时还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贫 

困现状的实际意义，也带动了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旅游产业的结构调整。尤其是在脱贫致富上，具 

有重要的意义，是直接造福于老百姓的大事，是解 

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尽管乡村旅游已在全国很多地区大力发展起 

来，并且初具规模，但我们也看到，乡村旅游还存在 

着开发项目层次水平低、产品单一，本土特色不突 

出，经营理念雷同化倾向严重，管理混乱，粗放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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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形成了轻管理、低质量、低收入的恶性循 

环，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一切 

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一切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 

竞争，乡村旅游业诸多问题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 

缺乏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乡村旅游人才队伍。 

缺乏执行和运作优秀的创意 、策划、规划的经 

营管理人才，使得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与低素质乡 

村旅游经营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矛盾日益突出。 

因此，重视对乡村旅游人才的挖掘 、引进和培养，是 

发展乡村旅游，提高乡村旅游质量的重要内容。 

乡村旅游的经意者主要是旅游目的地的农民，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处于贫困线上的农民，如西部大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水平低下致富无门的农村 

妇女等等。因此，对乡村旅游人才的培训就是对旅 

游目的地农民的培训。由于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的 

程度有限，使得他们文化素质低下，思想观念落后， 

认识水平低，接受能力差，这样很难满足乡村旅游 

的需求 ，经营服务就难以达到刨新 、规范 、优质的要 

求，容易局限其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就需要重 

点培养农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意识 、保护意识 、创 

新意识、规范意识 、法律法规意识 、服务意识等等， 

要把文化素养低下的农民培养成高素质的旅游人 

才。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是一两个部门也不是 
一 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但开展乡村旅游可以帮助当 

地农民提高经济收入，让他们看到致富的希望，激 

发他们参与的热情，这就为培养乡村旅游人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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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机会和条件。 

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需要社会的重视，需要多 

方面的协作： 
一

、政府的引导 

乡村旅游需要国家在政策、经济和技术上的长 

期支持，需要政府为乡村旅游营造一个宽松环境。 

这点可以借鉴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欧美 
一 些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已走上了规范发展轨道， 

如新西兰、爱尔兰、法国等国家，政府把乡村旅游作 

为稳定农村，避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手 

段，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爱尔兰的乡村 

旅馆有统一的标志和服务要求，必须达到这些标准 

才能取得经营资格，由政府部门颁发相关证书和标 

志。 

在我国，对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政府要高度 

重视，制定相关的人才政策，并将其纳入到各级旅 

游总体开发的规划中。通过推出精品村寨、设旅游 

定点接待户等方式，促进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全 

国第一家开发和打造乡村旅游的领先省份贵州省， 

从上个世纪9O年代开始，就选择了一批独具特色 

的村寨进行乡村旅游的试点开发。如黔东南州位 

于凯里市和雷山县交界地的巴拉河乡村旅游区，总 

面积 120平方公里，由郎德、南花等7个苗族聚居 

村寨组成。2003年，巴拉河被列入贵州乡村旅游 

示范区，同时引进了新西兰政府的技术和资金援 

助，还对村民进行了乡村旅游的培训，并在示范区 

推出了郎德上寨、南花苗寨、季刀苗寨等精品旅游 

村寨，并在这些村寨中卫生条件好、积极参与学习、 

主动规范服务的农户家设立了旅游定点接待户。 

现在，巴拉河乡村旅游区中的一些村寨里，有的农 

民经过培训已能用简单的外语和外国游客对话。 

另外由政府出面，通过各种渠道组织培训也是 
一

条有效的乡村旅游人才培养方式，这样有利于提 

高农民们对培训作用的认识 ，从而调动农民们参与 

培训的积极性。如黔东南州妇联在 2005年9月举 

办的“黔东南州民族乡村旅游‘农家乐’饮食服务 

妇女培训班”就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这期培训班 

是州妇联全免费对全州 16县市的 32家乡村旅游 

定点“农家乐”的经营者(要求是妇女)中挑选部分 

经营情况好的进行培训，培训的宗旨是“乡村特 

色，民族风味，诚信文明，优质服务”，经过培训后 

挂“农家乐 ·示范户”牌。共有 46人参加了培训， 

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学文化水平，还有一部分是文 

盲。通过为期一周的培训，她们在特色经营、服务 

礼仪、菜肴制作、营养搭配等方面有了极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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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纷纷表示，刚接到培训通知时，认为会耽误 

自己的生意，不愿参加；但经过培训后，认识到要使 

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强，不学习就很难做到，所以今 

后自己出钱也要请专业人士来培训上课。 

二、经营者的运作 

政府对乡村旅游人才培养发挥着引导和支持 

作用，经营者则是具体运作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的部 

门。对乡村旅游进行经营管理的既有农民个人，也 

有部分旅游企业。有许多乡村旅游的经营者乐意 

在主体建筑上花钱，而不愿在治理、美化环境方面 

下功夫；乐意在量上投入，而不愿意在经营特色、服 

务质量上花钱。主张少投入，多产出，采购质劣价 

低的商品欺骗顾客；目光短浅的井底意识还表现在 

不愿走出去，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单兵独战 

的多，团结协作，致力于树立景区形象的意识不强。 

这些经营理念与游客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只有通 

过专业的培训、指导才能缩小。 

发展乡村旅游的核心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但 

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把乡村旅游做 

活、做大、做强，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以保护乡村 

的自然生态环境为重点，维护乡村地方特色，走特 

色化、规范化、规模化和品牌化一体化的道路。在 

发展旅游的乡村中，那些缺乏科技知识的农民，特 

别是致富无门的农村妇女，可以立即成为乡土专门 

人才，把世世代代心口相传的歌舞艺术、刺绣、银饰 

艺术，以及保留在民族文化中的各种文化传承转变 

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脱贫致富。但因为自身的文 

化水平低下，她们一般不会主动要求学习或参加培 

训，只有通过经营者组织或有了实际的利益，才会 

走进培训的队伍。如贵州省丹寨县苗族蜡染被誉 

为“东方第一染”，出自苗族妇女之手的蜡染成了 

此地发展乡村旅游的一道风景线，蜡染制品的销售 

给当地的妇女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随着市场 

的扩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出现了价格与价值严重 

背离的情况。于是经营者们有了联合的想法，在曾 

多次到外参观学习的县政协委员、乡村能人杨丽的 

带动下，成立了约有5O人的手工艺品协会，使丹寨 

县的蜡染制品从生产、管理到销售都有了很好的渠 

道，也使苗族蜡染这一苗族古老的传统纺织印染工 

艺，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保护。 

培训是企业不断发展的助力器，但一些乡村旅 

游的经营者认为，乡村旅游不过是“住农家屋、吃 

农家饭 、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休闲旅游，不需要 

规范优质的服务。实际上，乡村旅游是一种回归自 

然和乡村文化的体验型、高品位旅游方式，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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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感悟、参与，实现旅游者与山水人文的和谐统 
一

，这对服务的要求更高。如果一味地用薪水的方 

式要求从业人员达到高水平，是很难提高服务质量 

的。试想假如从业人员根本就没有“服务是一种 

职业”的思想，在心理上就不认同服务，服务的角 

色意识不到位，那么要一直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是 

比较困难的，这样的难题也得通过培训来提高和解 

决。作为乡村旅游的经营者来说，要坚持培训上 

岗、终身教育的原则， 将教育培训贯穿在 自己企业 

从业人员职业生涯的始终。这就要求乡村旅游的 

经营者们要采取建立严格的与培训挂钩的规章制 

度；坚持先培训、后上岗；重用人也重育人等具体措 

施，为自己培养出真正的乡村旅游人才。 

三、院校的参与 

乡村旅游是一种深度体验旅游，它与文化旅游 

业同样属于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首先它是智力 

资源，需要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 

开展一系列统一主题下的创意活动，以激活业已存 

在或是有待开发的乡村旅游文化因子；其次是文化 

资本，包括有形的文化遗存、自然生态和无形的文 

化积淀 、文化底蕴，这些是文化创新和旅游景观的 

前提。要使乡村旅游真正实现产业化目标 ，包含更 

多的文化内涵，就需要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 

有了旅游院校的参与，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就能走 

上规范、快速的轨道。旅游院校是旅游人才开发培 

养的主力军，它们在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中发挥着 

基础性作用。旅游院校有丰厚的教学资源，除了教 

育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旅游人才外，还肩负有为社 

会做培训的重任。 

旅游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教育， 

旅游院校一般都建有校外实习基地，大部分的基地 

都是与发达地区的企业联手，目的是为了给学生一 

个优良的环境。实际上，为了发展乡村旅游，让学 

生接触更多的旅游类型，也可以和当地的乡村旅游 

点进行对接，在本地建立教学实习基地。这样既能 

让学生们得到锻炼，又能让学生的理论和意识影 

响、带动村民，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同时，也可从 

扶贫帮困的角度，让院校与乡村建立一对一的帮助 

点，为村民寻找发展乡村旅游的契机，从文化素质 

上帮助农民致富。这不但为院校教师提供了研究 

乡村旅游的落脚点，也让广大农民得到学习的机 

会，获得了实惠，这是“双赢”的大好事。 

对乡村旅游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旅游地，旅 

游院校还可以为他们培养“订单式”的人才。如贵 

州省的雷山县，是一个苗族风情极为浓郁的乡村旅 

游点，在这里最吸引游客的是苗族服饰上让人眼花 

缭乱的苗族刺绣。但由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工 

序繁杂、工时过长、穿着麻烦等原因使得年轻一代 

的苗族姑娘不愿意再穿苗族服装，也不愿再挑花刺 

绣了，民族文化有失传的危险。为此，雷山县职中 

专门招收了一个民族刺绣班，其 目的就是为当地的 

旅游景点培养苗绣人才，这是旅游人才队伍的后备 

力量。 

旅游院校还可以作为乡村旅游人才的“回炉” 

基地。许多农民在发展乡村旅游中获得实惠后，也 

意识到再学习、再培训的重要性，但苦于信息的闭 

塞找不到再“充电”的地方，而放弃了学习的念头。 

旅游院校应主动向社会发布培训信息，与相关部门 

沟通，为愿意再学习提高的农民提供“回炉”机会。 

随着全球旅游经济一体化，不论是国家之间的 

旅游竞争，还是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都表现 

为人才的竞争。人才是旅游竞争制胜的重要因素。 

发展乡村旅游，同样需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氛围，努力营造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环境，使乡 

村旅游成为推动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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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ining and Cultivation of Rural Tourist talented people 

Abstract：Tourism is a sunshine industry of contemporary world and rural tour has become a bright spot to attract 

tourists．It is worth while thinking how to develop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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