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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张宏胜，杨尚钊，王砂砂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乡村旅游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借助乡村旅

游驱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当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本文首先探讨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深挖乡村旅游与乡村

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理解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新视角。其次，指出乡村旅游在驱动乡村振兴

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乡村旅游商业化趋势明显、乡村旅游开发不注重生态保护、乡村旅游品牌效应不突出、旅游业从而人员

队伍文化素质不高等。基于此，本文提出注重发挥区域特色，挖掘关键元素价值；保护生态环境，筑牢旅游发展根基；构建乡村

旅游品牌，提升旅游效益；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等，以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实施效果，加

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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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Vitaliza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Approaches in Ethnic Minorit Regions

ZHANG Hongsheng，YANG Shangzhao，WANG Shasha
（Guiya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vitalization.Curr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task in rural regions since the ethnic areas are home to rich tourist resources，big tourist 
potentials，and strong tourist markets. In this paper we first discus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riving rural 
vitalization，and then explore the in-depth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vitalization，so as to pro⁃
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rural tourism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in the cause of Rural Vitaliza⁃
tion.Then we point out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task of rural tourism driving rural vitalization，which mainly include the obvi⁃
ous commercialization trend of rural tourism，the lack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weak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brands，
and poor quality of tourism personnel.In response，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solutions：to focus 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 key values of tourism elements； to prot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ourism de⁃
velopment；to develop rural tourism brands and improve tourism benefits；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ourism personnel 
and improve tourism services.In so doing we can improve the effect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vitalization and accel⁃
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Rural Vital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Keywords:ethnic minority regions；rural tourism；driving mechanism；rural vitalization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乡村旅游

作为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优化产业结构、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盘活农村集体经济、缩小城市

与乡村发展差距、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可持续

收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近年来我国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呈良好发展态势，依托民族地区

乡村具有较好的乡村自然风光、丰富的资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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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的乡村民族风情等优势特征，旅游业取得长足

发展，成为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重

要途径［3］。
但民族地区在推进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进

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延缓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

进。如，驱动原动力不知足、驱动主体缺失、驱动路

径复杂多元、驱动效果在短期内无法显现［4］；区域乡

村振兴发展水平高于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发展推动

乡村旅游发展的作用不明显，反而是乡村振兴带动

乡村旅游［5］；旅游开发注重经济效益，对生态与文化

领域开发不足等［6］。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如何通

过更快、更有效的方式助力区域乡村振兴提质增

效，学界提出不同观点。如，发挥区域生态优势和

民族特色文化打造具有健康养生特色小镇，依托景

区文化信仰，拓展特色产品市场空间［7］；将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乡村经

济、土地、人才等多元资源要素参与和乡村建设等

方面的协同发展，共同助力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

发展［8］；乡村旅游发展关键在于人，要加强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培育乡村旅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延长

乡村旅游产业链，提升乡村高质量发展［9］。综上所

述，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关于如何高效推进民

族地区乡村驱动乡村振兴发展还存在不足，本文在

分析民族地区乡村驱动乡村旅游的内在机理、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需求及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民族

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可以进一

步丰富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创新旅游发展模式，促

进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

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内在

机理

（一）化解“三农”问题

旅游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撑，是新时

代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农业强、

农民富和农村美的重要保障［10］。民族地区受自然

地理环境、交通区位、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素的

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

地区。此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缺乏自我发展能力

和发展意愿，人民群众思想相对保守，对外界新事

物接受能力较弱，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受阻［11］。加

之，部分民族地区农村无产业支撑，能提供的就业

岗位有限，农业产业体系不健全，农民可持续收入

问题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着“三农”工

作的持续推进，对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带来不利。近

年来，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顶层设计及努力下，民

族地区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民族地区

乡村旅游。民族地区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

的传统文化以及独特民族风情，为乡村旅游开发提

供了资源基础，而且游客对天然的自然景观和民族

风情有着格外的向往。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吸引

着国内外大量游客观赏，近年来，地方政府借助乡

村振兴战略，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发展田园农业

旅游、民族风情旅游、农家乐旅游、村落村寨旅游、

休闲度假等旅游发展模式，为发展地方“三农”注入

了新动力。首先，依托本地资源综合利用特色园林

景观、原生态、乡村文化等旅游资源，发展乡村餐饮

业和住宿，打造旅游、文化、餐饮为一体的旅游业，

推动农业产业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形成一个较为

完整的乡村旅游产业链推动农业三产融合，改善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

机会，促使农民收入结构多元化，助力村民多渠道

增收致富。其次，传承和保护乡村文明。发展乡村

旅游是传承和保护乡村文明的一个重要途径，乡村

文明承载着民族情感。乡村旅游在设计中挖掘了

背后的乡村文化，在乡村旅游的设计和规划中，其

建筑开发、经营管理、产品设计等方面无不凝聚着

当地乡村特色，对弘扬乡村文化、挖掘乡村记忆、传

承和保护乡村文化有着就要的纽带作用。同时，也

会激起当地村民对本土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增强文化自信力，形成自保护乡村文化的内在

动力和长效机制，促进乡村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有

效治理和生态治理。最后，乡村旅游驱动农业产业

转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提供现实保障，如休闲农业旅游、农家乐旅游等发

展模式，实现了农业综合功能价值利用，推动了农

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旅深入融合。乡村传统农作物

种植面积缩小，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面积增加，产

品观赏价值较高，通过延长产业链，产品附加值提

高，农产品销售拓宽，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

了过去结构性矛盾，实现了乡村产业兴旺。

（二）聚焦与盘活乡村资源要素

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结构性矛

盾未得到有效解决，资源要素缺失或资源要素分配

不合理，群众富裕程度不均衡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制约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同时也阻碍乡村

振兴战略的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丰

富，但长期未得到有效开发，致使现有资源未得到

有效利用，乡村要素资源流失严重。2018年 11月文

化和旅游部同相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促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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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要积极引

导集体和村民利用好资金、技术、土地、林地、房屋

以及农村集体资产等入股乡村旅游合作社、旅游企

业获得收益，鼓励企业实行保底分红。在政策引导

下和利益驱动下，政府、企业、居民、消费者等群体

依托和利用乡村自然资源、乡村文化、民族风情等，

大力发展乡村全域游、民宿游、红色游等旅游形式，

进一步盘活了乡村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高

效率的资源配置，使参与主体的利益实现最大化。

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具有连接城乡、沟通工农的功

能，能够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回流，乡村的人力

资源开始从城市逆向流动，使乡村人口趋向均衡发

展。受到利益的驱动，城市资本、技术、管理、信息

等要素投入到乡村旅游建设，资源要素聚焦效应明

显，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改善，城市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逐渐向乡村延伸，乡村成为消

费市场的重要力量。同时，城市的创新、科技、文

化、管理等先进理念流向乡村，吸引外部人才下乡

创业就业，拓宽乡村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培育大

批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实现城乡深度融合，通过

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实现实质性的内生“造血”，逐渐

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生态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及组织振兴。

（三）乡村综合效益提升

乡村综合效益对于促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作

用。乡村综合效益的提升意味着乡村就业渠道拓

宽、村民就业机会提升、农民可持续收入增加、社会

持续稳定、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基层有效治理、乡村

文明改善、农村综合实力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步伐加快，这也是未来我国乡村发展的重要目

标。首先，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

破解乡村单一产业结构，发展多元化产业的重要催

化剂，为乡村经济效益巩固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

乡村旅游利用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型的产业动力、

有效的造血功能、巨大的带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

激活了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为农村发展带来新的动

能。同时，乡村旅游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关联的行业

诸多，涉及乡村一、二、三产业，满足了广大消费者

需求，刺激消费，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直接或间接地

为乡村创造了优良的就业岗位，为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增加了农民收入。另外，乡村旅游盘活和激

发了农村集体经济，农村资源依托乡村旅游得到有

效利用，村民通过资金和土地等方式入股乡村旅游

产业，不仅能分红，而且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而且旅

游业是让民众富有尊严的产业，人民能够在工作中

做好相互平等交流，有利于相互尊重和社会的稳

定，不仅提升了村民物质经济的振兴更实现了精神

上的振兴，使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增加，正契合

了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理念。其次，乡村旅游改善了乡村生态环

境。旅游消费者除了对乡村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外，

更对乡村天然的生态环境有着格外的向往，而且乡

村旅游发展的前提是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朴实

单纯的农村生活，乡村需要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优

秀的传统文化，更需要生态、文化等设施，在发展中

乡村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12］。发展乡村旅游能

够有效推动乡村生态建设，通过对乡村生态环境的

合理规划，因地制宜搞乡村旅游建设，又能够进一

步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顺应国家提出的“两山”

理论，使乡村发展做到可持续性，而且乡村生态环

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核心要素，失去生态环境，也

意味着乡村旅游失去了吸引力［13］。另外，乡村旅游

能够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

对乡村绿水青山的修复，对村民居住环境改善，而

且在制度和思想上能够引导民众保护生态环境意

识，这些都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起到积

极作用。

（四）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城乡融合发展在推动乡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

态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必由之路［14］。但民族地区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中受到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强、城市辐射和带动乡

村效果不明显、乡村自身发展环境有限、城乡差距

逐渐扩大，加之，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失衡等因素的

影响，导致民族地区城乡融合进程发展缓慢，乡村

与城市之发展不平衡问题愈演愈烈。乡村旅游的

发展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乡村旅游以乡村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特色资

源为依托，满足了城市居民的休闲、放松、追求田园

生活的愿景，又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可持续性收入，

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首

先，民族地区乡村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色乡土文

化为基础，围绕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一二三产业，

促进乡村基础设施改善，既满足了城市居民的消费

需求，也是城市资源向乡村倾斜的一种表现，促使

城乡公共资源配置趋向平等的良好态势。其次，乡

村旅游促进“乡村产业集聚化”，乡村旅游以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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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涉及多行业、范围大，具有较好的产业融

合效应，比如，“农业+旅游”“产业+旅游”“文化+旅
游”，促使乡村生产结构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

而乡村旅游的多元化发展又带动了相关产业集聚、

吸引外部资源投资，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

抓手。最后，乡村旅游促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城

市居民在乡村旅游中会潜移默化地将城市文明、创

新理念、发展理念等带入乡村，也会将乡村文明带

入城市，使城乡文化相互融通。另外，乡村旅游在

发展中受到利益驱动，城市的技术、资金、管理等要

素逐渐流入乡村，乡村旅游通过聚焦化发展，带动

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三、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现实

困境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能够促进乡村传统产业与

旅游产业实现深入融合发展、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塑造民族地区乡村文明社会环境、促进乡村治理有

效、增加村民可持续收入，使乡村单一的农业产业

结构转变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多元化经济模

式，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然而，在民族

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

问题，诸如，乡村旅游商业化趋势明显、乡村旅游开

发不注重生态保护、乡村旅游品牌效应不突出、旅

游业从而人员队伍文化素质不高等问题，不仅影响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也延缓了乡村振兴的持续

推进。

（一）乡村旅游商业化趋势明显

在推进乡村振兴中文化是重要基础，也是乡村

建设的灵魂，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重要途

径。当前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景区在巨大的经济效

益诱导下，景区发展呈现出过度商业化趋势，在本

土文化无法有效供给和满足广大消费者时，经营者

为迎合和满足消费者体验，在景区肆意发展现代化

娱乐方式，如，酒吧、歌厅、网吧等大众休闲娱乐方

式，与民族文化景区格格不入，并且这种不可持续

发展方式，逐渐被其他景区仿效，我国目前大部分

民族地区的景区商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原汁原味

的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此类发展模式导致本

土文化逐渐被大众文化替代。从景区长期发展来

看，如景区没有自身的特色文化吸引游客，仅靠商

业发展模式谋取短期利益，是不可持续的。要实现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在短期内提升各要素的发展，更

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中保持稳步提升的态势，是真

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另外，景区传统民俗性正消

退。这种外在表现为在民族地区村寨的建筑结构

发展变化，传统建筑因满足不了发展民宿条件，或

因建筑时间久远，影响景区美观，对传统建筑进行

肆意改造或破坏，模仿古建筑修建，景区充斥着现

代商业气息，与发展乡村旅游的初衷背道而驰。内

在的民俗性消退主要表现在，民族地区的人民有着

独特语言、文明及生活习惯，但由于景区的过度开

图1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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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商业化愈演愈烈，加之，本土文化衍生出的产品

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竞争力以及创新性不足等问题，

独特的文化逐渐被大众文化替代，失去了传统民

俗感。

（二）乡村旅游开发不注重生态保护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重要的资源

优势以及前提条件，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要平衡好二

者关系，合理利用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优势，秉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发挥生态比较

优势，让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15］。尤其是民族

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原始生态

环境保存较好、民俗民风淳朴，为乡村旅游开发积

累了大量资源，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落后、人力资本匮乏、资源要素整合缺乏合理性，对

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旅游规划、土地规划等相关规划

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着重于短期利益，忽视长期

发展。另外，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采用外延式发

展模式，肆意扩大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规模，不考虑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及生态承载力，也缺乏

科学的分析能力与评价机制，从而带来区域性的资

源环境破坏和生态污染，比如，景区垃圾污染、水资

源污染、引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修复成本剧增，

不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三）乡村旅游品牌效应不突出

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特色文化有着非常庞

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在乡村旅游建设发展中，民

族地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和资金支

持的不可持续性等综合原因，乡村旅游同质化发展

比较严重，在发展模式和思路上缺乏创新性，照搬

和模仿，不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大规模开设看似

经济效益较高的消费店铺，如农家乐、饰品店、服装

店等，还有以自然风貌为依托来吸引游客，没有主

导发展自身特色产品和文化，品牌效益无法显现，

比如，当前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景区商业化趋势严

重，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没有将自身文化打造为品牌特色，单一地在景区销

售当地特色食品、饰品、服装等，缺乏吸引力，没有

将当地特色文化运用到“刀刃”上，在市场上缺乏竞

争力，导致品牌效应不突出［16］。民族地区乡村旅游

的发展要实现健康可持续性发展，并且要在市场上

占据一席之地，要构建具有地方特色文化和自然生

态环境，并通过市场营销方式提升品牌效应，扩大

经济效益，使乡村旅游的发展能持续向好。但目前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不注重对品牌的塑造和构建，只

停发展低端、同质化的项目，无法在市场中提高竞

争力，造成当地旅游的一次性消费，不利于乡村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四）旅游业从而人员队伍文化素质不高

文化素养较高的旅游业从业人员队伍，对促进

旅游业快速发展，提高旅游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有

着积极作用，也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而

且从业人员也代表着一个行业的软实力 ，也是行业

综合发展能力的一个表现。因此，民族地区旅游行

业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也代表着民族地区乡村旅

游的发展状况。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从业

人员队伍文化素质整体不高，高素质人才短缺，部

分从业人员是由当地农民转变而来，学习能力及接

受新事物的能力在短期内提升较慢［17］。虽然部分

企业举办了旅游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往往只注重

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培养，如，服务技能、沟通技能、

礼貌礼节等，却忽视了政治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的

培训及职业道德的意识，旅游业的发展日新月异，

对从业者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从业人员

不具备应有的政治思想素质、心理素质及职业道

德，很容易在工作中出现纰漏，进而影响景区的客

流量，给景区的社会经济效益带来影响。另外，部

分旅游企业在对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时，只注重形

式，培训内容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不关注培训对

象培训效果；部分从而人员对旅游技能培训的认识

不够，参与度不高，有着消极怠慢的行为表现。因

此，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是

当前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推动民族地区乡

村旅游要素所在。

四、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发展的

路径选择

（一）注重发挥区域特色，挖掘关键元素价值

首先，要保护好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和历史遗

迹。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和遗迹是增进民族情感、团

结和维护国家统一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也是发展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式。在当前乡村旅

游的开发过程中，受到利益驱动和诱导，盲目大搞

开发，利用当地保存下来的历史遗迹大搞商业活

动，肆意改造古建筑，或直接推倒重来，对当地的历

史文化造成大量破坏，导致传统文化足迹逐渐遗

失［18］。作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参与者，政府、企业

及民众要在发展中树立保护传统历史文化的意识，

将民族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相互促进，

相互发展，实现乘数效应，就能形成更具有吸引力

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从而推动乡村旅游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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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19］。要挖掘区域生态、民族文化、民俗等元素

的价值，同时在景区中要避免过度引进现代元素和

城市元素［20］。其次，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尊重民众意

愿，重视当地村民的利益。要在开发中释放权力空

间，给予当地居民足够的自主性，提高民众的参与

度。当地居民在保护和传承历史传统文化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参与乡村旅游建设中能够提供

重要的人力等资源要素，因此，发挥好当地居民的

主观能动性，为乡村旅游建设提供更多的动力来

源，保障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二）保护生态环境，筑牢旅游发展根基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历史

发展长河中，区域生态环境尤为重要。同样，在发

展乡村旅游中生态环境扮演着重要角色，景区吸引

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拥有天然的自然风光和优

美的生态环境。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人们将自然界

赋予人类的自然生态进行综合利用，将生态环境转

换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活资料，以及推动地区发展

的重要生产力。但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然资源是有

限的，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乡村旅游开发

过程中，开发者不计生态修复成本，不考虑可持续

发展原则，长期对生态环境进行肆意破坏，过度消

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导致自然消费枯竭，环境污

染严重。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元素，

一旦生态环境遭遇破坏，则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

等各方面也将面临大自然的惩戒。同样，在乡村旅

游开发中，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则当地的经济、文

化也随之带来影响，进而影响乡村振兴目标的实

现。因此，在面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生态环境破坏

的情况下，政府、企业、民众要积极参与到保护生态

建设中来，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引导旅游企

业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要秉承可持续发展原则，因地

制宜开发生产，要加强民众生态保护意识，共同筑

牢生态旅游发展根基。

（三）构建乡村旅游品牌，提升旅游效益

乡村旅游是一种复合型产业，具有推动农业产

业转型、增加乡村发展活力等多重优势，是实现乡

村振兴有力抓手。要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长远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支

柱性品牌和文化品牌，树立乡村旅游品牌意识，提

升品牌形象，增强乡村旅游品牌在市场中的影响力

和竞争力，为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地方要整合自身资源优势和资源禀赋，打造一批具

有特色、优势突出的乡村旅游品牌，构建全方位、多

层次的乡村旅游品牌体系。实现乡村旅游由粗放

式发展向集约化发展的转变，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

乡村传统文化习俗搭建文化品牌形象，不断创新景

区文化形式，利用媒体、博览会、旅游推介会等活动

平台宣传乡村旅游的特色，增强景区休闲体验感，

让游客在同级乡村旅游中能够感受到景区文化的

独特性，并且能够在游玩中了解区域的文化历史、

民族风情等，实现对当地特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另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需要政府牵头引导，转变

经营主体的经营理念，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建设。让

乡村旅游景区的硬件与软件措施能更好地满足消

费者需求，在受众者口碑中提升景区市场竞争力，

从而达到品牌影响力的目的。

（四）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我国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

良，有着独特的旅游吸引力，前往民族地区旅游的

游客逐年提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民

的消费水平逐年提升，开始追求高品质、高质量的

生活方式。在旅游消费中也不例外，近年来，游客

在追求高品质的旅游景点时，对优质的旅游服务业

有了更高的要求，从侧面反映了当前民族地区乡村

旅游市场需要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以适应市场

需求。要不断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服务管理

水平，加强服务意识，提升旅游从业人员职业技能

和职业道德精神。首先，旅游企业可以聘请专业的

培训团队对当地旅游业人员进行现场面对面指导，

而且要以结果为导向，在培训后要观察从业培训效

果，及时对从业人员工作方式进行调整，以达到满

足市场需求。其次，可以通过参观学习的方式，让

从业人员学习其他旅游景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形式

等，引导从业人员树立良好的旅游服务工作形象，

提升当地旅游服务质量。在培训中不仅要提升从

业人员的工作技能，更要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

和思想政治水平，让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能力得到发

展，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行业。最后，可以根据民族

地区乡村旅游的特征，为游客提供差异化、特色化

服务，营造具有民族风貌的服务体验，提高旅游市

场的竞争力。

五、结论

我国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对推动乡村振兴

目标的实现具有显著优势，而且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

时，乡村旅游成为驱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重要方

式，在未来的乡村建设及城乡融合发展中，乡村旅

游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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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内在机理包括化解“三农”问题；聚焦于盘活乡

村资源要素；乡村综合效益提升；深入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等。但当前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暴露了

许多问题，也充分显示了目前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旅

游的发展还处于低层次，发展不健全状态，如民族

文化失真、乡村旅游开发不注重生态保护、乡村旅

游品牌效应不突出、旅游业从而人员队伍文化素质

不高等问题严重影响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在推

动乡村振兴发展中必须要牢牢坚守乡村旅游发展

路线，发挥好乡村旅游在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要注重发挥区域特色，挖掘关键

元素价值；保护生态环境，筑牢旅游发展根基；构建

乡村旅游品牌，提升旅游效益；加强旅游从业人员

培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等，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

驱动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加快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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