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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特色乡镇的塑造与开发初探 

— — 以南京市龙袍镇为例 
-

汜14-黎丽，陶卓民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旅游特色乡镇的开发和建设已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以南京市龙袍镇为例，通过对 

龙袍镇特色旅游资源的分析，从主题定位、品牌形象、产品开发、旅游促销等方面，研究探讨了旅游特色乡镇塑造与开发的主要措施。为 
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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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特色乡镇的概念及研究现状 

1．1 旅游特色乡镇的概念 旅游特色乡镇从内涵上分析， 
一 般包括“旅游”、“特色”、“乡镇”三部分。旅游是基本功能， 

通过其核心产品的吸引为旅游者提供休闲旅游场所和服务 

产品；特色是其主题，由特定的表现元素来体现，包括单一性 

和综合性两种形式；而乡镇则是其空间存在的形式，具备以 

上三点特征，把旅游业作为本地区重要产业的乡村空间单元 

即为旅游特色乡镇。 

旅游特色乡镇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近几年，南 

京市农林系统通过择优培育六合区龙袍等 10个农家乐旅游 

特色乡镇，有力提升了南京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南京的农 

家乐旅游已成为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亮点和新增长点。 

笔者以南京市六合区龙袍镇为例，通过对龙袍镇的旅游发展 

现状和资源特色的分析，从主题定位、品牌形象、产品开发、 

旅游促销等方面，研究探讨旅游特色乡镇的塑造与开发。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乡村旅游得到了飞速发展， 

2006年国家旅游局将“中国乡村游”确定为旅游宣传主题， 

2O07年是“中国和谐城乡游”，宣传口号为“魅力乡村、活力城 

市、和谐中国”，将进一步推动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欧美发 

达国家从 2o世纪踯年代就已经开始发展乡村旅游，并从概 

念【 、旅游产品l 、服务质量 3、市场营销规划【 、发展模 

式_5J等方面对乡村旅游进行研究和探讨。我国自20世纪 9o 

年代发展“农家乐”旅游，国内学者对此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如肖佑兴 等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和类型进行了较为全面 

和综合的探讨；王云才 J提出了我国乡村旅游在替代产业、 

旅游基地、主题工作组、社区参与、合作组织和法规体系 6个 

领域的政策经验借鉴；《旅游学刊》在专栏部分对乡村旅游的 

发展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卢云亭 8、邹统钎【 、罗明义【mJ等纷 

纷就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总体而言，目前对 

乡村旅游的研究，着重于开发模式的探讨u卜l2J和产品开发 

等方面的研究，而对特色乡村旅游的塑造与开发研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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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2 龙袍镇旅游发展现状与资源分析 

龙袍镇位于南京市六合区之南 20 krn，与闻名中外的南 

京栖霞山风景区隔江相望，距南京城直线距离25 km，距长江 

二桥 10km，北倚宁扬、宁连高速公路，东连仪征化纤，西与扬 

子石化和全国内河第一港毗邻，环抱长江、滁河“黄金水道”， 

列入规划的南京四桥穿境而过，水陆交通便捷。龙袍蟹黄汤 

包是六合琳琅满目的传统美食中的一朵奇葩，“蟹黄汤包节” 

已成为南京及周边城市有影响的“文化美食节”，“汤包”效应 

凸现，“龙袍”品牌效应显现，每年接待海内外来客总量达到 

数十万人次。 

优越的环境，丰富的特产，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 

的龙袍饮食文化。以“龙袍蟹黄汤包”为代表的蟹黄系列佳 

肴则是龙袍琳琅满 目的名菜名点中的精华。龙袍“蟹黄汤 

包”已有百年历史，闻名省内外。此外还拥有头道菜、猪头 

肉、盐水鸭、活珠子、豆腐圆等一批地方特色美食。龙袍镇自 

然景观亦相当秀美，历史文化古迹较多，土特产资源丰富。 

长江村内还有南京市最大的滩涂湿地、禽鸟飞跃地、万亩芦 

苇荡、千亩生态意杨林、十里中国水杉大道、万亩特种水产养 

殖基地、望江亭、固若金汤的百里长堤等，同时，这里还是宋 

朝梁红玉大败金兵、金兀术落荒而逃的地方。龙袍镇内鸟语 

花香、空气清新，是旅游、观光、踏青、垂钓的佳处，每年秋季 

的“蟹黄汤包节”是游客观光旅游、体验农家生活、品尝农家 

美食的最佳时节。 

3 龙袍旅游特色乡镇的塑造与开发 

特色旅游乡镇的塑造一般包括旅游主题的定位、品牌形 

象的打造、特色产品的开发和旅游市场促销等内容。其基本 

框架见图1。 

3．1 旅游主题定位 

3．1．1 主题定位与旅游发展。主题产品是特色旅游乡镇发 

展的关键。在特色旅游乡镇开发的初期，确立有鲜明特色的 

旅游主题产品，能为成熟期的品牌经营创造基础，具有主题 

形象的乡镇能够对游客产生更多的吸引力。清晰的主题定 

位会形成一种初步的旅游感知，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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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旅游特色乡镇塑造的基本框梁 

的美好想象和憧憬，使游客有到这个旅游乡镇游憩的冲动。 

3．1．2 主题定位的确定。旅游特色乡镇的建立首先必须有 

明确的主题定位。龙袍镇旅游的发展必须突出自己的特色， 

围绕“农”字做活农业旅游。当前龙袍镇的旅游资源，最为人 

熟知、最具有吸引力的当属龙袍美食，包括龙袍汤包、长江江 

鲜、农家土菜和传统美食四大系列，其中蟹黄狮子头、刀干 

鱼、刀鱼圆、龙袍冰糖板栗扒蹄都是不可多得的佳肴。因此， 

龙袍镇旅游产品主题应定位为“美食天地，农家乐园”，通过 

打造“龙袍蟹黄汤包”、“长江江鲜”等美食品牌，建立以农业 

生产劳动参与和观光，特色美食加工、品尝与体验为主要内 

容的旅游特色乡镇。 

3．2 品牌形象打造 

3．2．1 整体形象的提升。在旅游特色乡镇的建设过程中， 

还必须积极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整体形象。龙袍的旅 

游经济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整体形象并不突出，还需重点 

建设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项目，如美食一条街、水杉大道、农事 

体验区以及特色农产品一条街等，来突出“美食天地，农家乐 

园”的品牌形象，从而进一步提高龙袍美食的知名度，激发市 

民前来龙袍旅游的兴趣。 

3．2．2 宣传口号的设计。品牌形象打造还需要用简洁凝练 

的口号来表达，以加深游客对品牌形象的感知，由于不同的 

市场有不同的需求和心理感受，因而宣传口号的设计也应有 

所不同，如“人间从来美味少，龙袍世传蟹黄包”对饕餮一族 

有很强的吸引力，宣传口号的设计可以向市民征集或征求专 

家学者的建议。 

3．2．3 视觉形象的打造。目前龙袍镇标志性形象的建设颇 

为欠缺，和其他开展乡村旅游的乡镇无法形成明显区别，应 

当创建龙袍美食游的视觉符号识别体系，注重旅游标志、标 

识的设计。如包装袋、吉祥物、纪念品、交通广告和户外广告 

等规划统一，突出“龙袍美食”的主题。 

3．3 特色产品开发 

3．3．1 体验龙袍汤包制作。汤包的制作工序多达 33道，长 

期以来龙袍“蟹黄汤包”制作恪守“不外传”的祖训，使其增添 

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如果能在不泄密的前提下，选择其中最 

典型的环节，如剔蟹黄蟹肉、熬制蟹黄油、制作皮汤、做馅、擀 

包子皮、捏包子、蒸包等，鼓励游客参与，让他们在品尝蟹黄 

汤包之余，亲身体验汤包的制作过程，将会是一种更深刻的 

旅游经历。 

3．3．2 参观特种水产养殖基地。利用龙袍“蟹黄汤包”美名 

在外，可发展特种水产养殖，如青虾、鳜鱼及汤包原料之一的 

河蟹等，加大游客对龙袍美食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可按旅游 

服务要求整治养殖基地，提高养殖基地的旅游和体验功能， 

如设立各类展示标牌，通过介绍螃蟹的品种、生活习性及养 

殖的相关知识，提高游客的科学文化素养；可设置小型养殖 

池，供游客钓鱼、捉虾、摸螃蟹，使游客在感受田园野趣的同 

时，牢记龙袍“蟹黄汤包”品牌。 ． 

3．3．3 感受家庭度假田园。为提高游客的回头率，还可以 

设立家庭度假田园，推行“特别村民制度”，以“都市外的第 2 

个家”为宣传口号，增强游客的归属感。、度假田园可以在专 

门划定的范围内，配套简易的温室、房屋及其内部简朴实用 

的设施，出租给有兴趣的家庭，游客利用假日前来体验农家 

生活，品味回归大自然的野趣，把龙袍作为他们的第 2个家 

园，增强归属感。 

3．4 旅游市场促销 

3．4．1 传统媒体和网络传媒的应用。重视传统媒体，进行 

全方位广告推广。龙袍“蟹黄汤包”这一曾经“深藏闺中”的 

特色美食已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要针对龙袍的主要顾客 

群，在南京主要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以及各类户外广告 

媒体，多角度介绍龙袍特色美食，提高游客的认知度，吸引游 

客前来吃农家美食、体验农家快乐。 

要利用现代网络传媒优势，创新旅游促销方式。通过设 

立旅游行业信息咨询交流中心，建立龙袍旅游特色乡镇网 

站，推广网上订房、网上订餐、网上组团等，提高龙袍旅游特 

色乡镇的知名度。 

3．4．2 旅游企业与区域联合的互动。目前，去龙袍镇旅游 

的公交车车次少且路程长，游客进出不便，解决这一问题最 

好的办法就是加强与旅行社的合作，通过组织市区有影响性 

的旅行社到乡村旅游景点踩线，使他们了解本地区的特色旅 

游产品和活动，整合旅游资源，推出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以组 

织旅游团的方式来增加客源。 

整合区域旅游资源，进行联合促销推广。龙袍镇所在的 

六合区有很多其他旅游景点，龙袍可以与其他景区景点合作 

联合促销，开发旅游项目，丰富旅游内容。如可与六合南部 

的瓜埠山国家地质公园、灵岩山风景区等联合，开发“地质科 

考和农家美食游”、“蟹黄汤包品尝和佛教胜地朝圣、雨花石 

探寻游”等旅游线路，从而提高龙袍旅游的吸引力。 

4 结语 

旅游特色乡镇的塑造和开发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发展 

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阶段逐步实施。在旅游特色乡 

镇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开发的初期必须首先找到突破 

口，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优先启动某一阶段。如当龙袍 

镇的美食能够产生足够的市场吸引时，就可以以龙袍美食为 

核心进行引爆，制造市场卖点，迅速打开市场，形成以点带面 

的效果，促进本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于其他发展乡村旅 

游的乡镇，无论先启动哪个阶段，都应该有合理的实施计划 

和优先启动方案，并掌握好实施的节奏。 

(下转第 5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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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藤本植物是构成热带、亚热带森林群落的组成部分， 

又是热带、亚热带森林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森林生态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研究价值。此外藤本植物 

还可以作为编织材料，用来编织篮子和沙发等。 

目前，井冈山藤本植物的开发利用相对较少，主要作为 

食用和药用，其他用途较少。因此井冈山的藤本植物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 

表3 井冈山藤本植物科、属分布类型 

分布类型及其变型 科数 占总科数∥％ 属数 占总属数∥％ 

1．世界分布 
2．泛热带分布 
2_1．热带亚洲，大洋州和中、南间断分布 
2．2．热带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间断分布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4．旧世界热带分布 
4_1．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6-2．热带亚洲和东非或马达加斯加间断分布 
7．热带亚洲分布 
7．1．爪哇、西玛拉雅间断或星散分布到华南、西南 
7．2．热带印度至华南分布 
7-4．越南至华南分布 
8．北温带分布 
8-4．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8-5．欧亚和南美温带间断分布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lO．旧世界温带分布 
10-3．欧亚和南部非洲间断分布 
l1．温带亚洲分布 
l2．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l3．中亚分布 
l4．东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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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1)井冈山藤本植物种类丰富，有藤本植物 429种，隶属 

于64科 19o属，其中蕨类植物4科8属 19种，裸子植物 1科 1 

属 1种，被子植物59科 181属 409种。 

(2)井冈山藤本植物中，小科和单属科较多，而大科较 

少；寡种属较多，大种属较少。 

(3)地理成分复杂，区系联系广泛，64科的地理成分有 8 

种分布类型2个变型，190属的地理成分有 13种分布类型和 

7个变型，以泛热带成分最多，是区系的主要成分，并与旧世 

界热带、热带亚洲、北温带、东亚存在或强或弱的联系；特有 

现象不明显，仅有 1个中国特有科、2个中国特有属。藤本植 

物区系组成中以热带成分占优势，但温带成分也有一定的比 

例，反映出井冈山藤本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复杂性和具有由 

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性质。 

(4)藤本植物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独特的生态价值。 

目前井冈山藤本植物开发利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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