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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与优化策略
——以湖北省大悟县金岭村为例

张 腾，赵先超

（湖南工业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基于传统旅游转型与乡村旅游兴起的双重背景，在剖析全域旅游理念及论述全域旅游与乡村旅游

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以全域旅游的视角分析了湖北省大悟县金岭村的旅游现状及发展困境。并针对相关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从不同空间尺度整合区域资源；运用“旅游 +”思维，增强旅游业联动性；做好全时空、

全过程、全方位、全民参与、高品质“四全一高”的提升，深化旅游体验；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

承载力；创新旅游营销管理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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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Tourism：A Case Study of Jinling Village in Dawu County, Hubei Province

ZHANG Teng，ZHAO Xianchao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With the traditional tourism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rural tourism as its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global tourism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 tourism and the rural tourism, a research has thus been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tourism,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dilemma of Jinling Village in Dawu County, Hubei provinc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a proposal has been made of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triving for an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nd utilization of“tourism +”model so as to enhance tourism linkage; seeking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Four Comprehensive Plus One High-standard”requirements: strict space-time continuum, 
whole process, comprehensive dimensions,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and high quality, aimed at an improvement of tourist 
facilities to enhance tourism service capacity, as well as an innovation of tourism marketing management mode to 
achiev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global tourism；rural tourism；strategy；Jinling Village



71

0 引言 
当前国内旅游业迅猛发展，自助游、自驾游、房

车游等新型旅游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居民出行

旅游进入“散客化 + 大众化”的旅游时代 [1]。然而，

传统“景区旅游”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日益多元化、

旅行空间分散化的庞大游客群体，因而传统旅游发展

模式面临转型 [2]。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兴未艾，

截至 2014 年，全年国内乡村游客数量高达 12 亿人次，

占总游客量的 1/3[3]；然而，强劲的乡村旅游势头下

出现的诸多问题仍亟需解决。

国内外学者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

同：国外的学者们侧重研究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

素、利益分配、运营管理等问题，而国内的学者们更

多关注乡村旅游的地理空间结构和驱动机制等方面

的问题，但均缺乏对乡村旅游进行多方面、多层次

的整体研究 [4-5]。在传统“景区旅游”模式面临转型

的背景下，全域旅游模式应运而生。全域旅游理念

为乡村旅游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视角，

引发了国内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学者们

基于全域旅游视角研究乡村旅游发展问题尚较笼统，

仍缺乏针对某一具体（或某一类型）的乡村展开探讨。

我国乡村地域广阔，乡村旅游接待点数量庞大，据统

计，2014 年全国农家乐以上乡村旅游接待点超过 200
万家；由于地域性差异，各乡村的旅游发展问题不尽

相同，故针对某一具体的乡村，对其旅游发展问题进

行探讨显得迫切而必要。因此，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

基于全域旅游视角，针对湖北省大悟县金岭村的旅游

现状及其发展困境，对其旅游发展的优化策略展开研

究，以期能够为国内其他同类型乡村的旅游发展提供

一定的借鉴。

1 全域旅游与乡村旅游

1.1 全域旅游的概念及特征

1.1.1 全域旅游的概念

全域旅游的理念，最早是在 2016 年全国旅游工

作会议上，由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先生正式提出

的 [6]。全域旅游是全景化、系统化的旅游 [7]，是在一

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整合区域内各

种相关资源，融合其他产业，以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和

带动区域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区域的整体

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全域旅游理念强调整

合区域内的全部资源要素，各行业积极融合旅游业，

各部门及全社会共同参与，从而为游客提供全过程、

全时空、全方位的旅游服务。全域旅游立足于区域一

体化的旅游发展，强调新的资源观、产业观、时空观、

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的旅游业发展理念。

1.1.2 全域旅游的特征

1）区域一体化。区域旅游一体化是全域旅游区

域观的具体表现，全域旅游打破了传统的条块分割式

“景区旅游”格局，统筹规划全部旅游资源，引领区

域内旅游发展一体化，实现旅游吸引物从点到线再到

面的相互联结，从而达到景点全地域覆盖，即形成一

个开放的全景式旅游生态圈 [8]。

2）资源集中化。全域旅游的新资源观表现为区

域资源集中化，全域旅游通过整合区域内自然、人文

和社会资源，对其进行再利用和再调整，取消单独景

区配置，形成处处都是旅游吸引物，实现小旅游格局

向大旅游格局的转变。

3）产业集群化。我国传统旅游产业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处于单打独斗的局面。全域旅游突破了传统

旅游产业就旅游论旅游的局限性，主张充分发挥“旅

游 +”功能，推动区域产业融合协调发展的产业观 [9]，

即：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生活性和生产性优势，融合区

域内农业、商贸、物流等其他业态，带动区域产业高

度聚集，形成区域产业规模效应。

4）发展创新化。相对传统旅游模式，全域旅游

模式的发展理念更为创新化，其具体内容见图 1。首

先，是营销宣传上的创新。有别于传统旅游，全域旅

游提倡在传统营销手段的基础上运用“互联网 +”、

大数据、新媒体等新手段进行旅游营销宣传 [10]。其次，

是服务体验上的创新。全域旅游要求为顾客提供全过

程、全时空、全方位的旅游服务和体验 [11-12]。最后，

是“主客”关系上的创新。全域旅游一方面主张居民

主动参与旅游服务，与游客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另一

方面，将旅游企业独享旅游经济效益转变为区域社会

共建、共享、共赢。

图 1 全域旅游的创新发展内容

Fig. 1 Specific steps of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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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域旅游与乡村旅游的内在关系

1.2.1 全域旅游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理念指引

在城市化发展后期，我国乡村旅游正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其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何突破困境、解

决现状问题是当前乡村旅游发展升级、转型的关键。

全域旅游强调综合化、系统化的旅游模式，是一种新

的发展理念，用来指引乡村旅游发展，有利于乡村旅

游的提质增效。基于全域旅游视角，发展乡村旅游要

避免就乡村论乡村、就旅游论旅游，不仅要站在区域

一体化的高度来看待乡村旅游的发展，更要重视旅游

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融合。

1.2.2 乡村地域是实践全域旅游的重要载体

全域旅游的实现是一个景点从个体到整体，区域

从小到大的旅游覆盖过程，因此全域旅游目的地可以

小至乡域、县域，大至市域或更大区域。乡村地域是

实践全域旅游的重要空间载体。一方面，乡村地域具

有旅游资源丰富、产业结构灵活、服务设施需求强、

居民参与度高等特点，与全域旅游的发展要求相吻

合。另一方面，单个乡村的地域范围相对较小，有利

于整体资源的规划统筹与产业间的协调发展；整体乡

村地区范围广阔，承载着大部分的资源要素，为全域

旅游理念的应用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土壤。

1.2.3 全域乡村旅游是实现全域旅游的必经途径

全域乡村旅游是全域旅游理念在乡村地域的具

体应用 [13]。全域旅游的实现需要经过一个由小场域

到大场域的逐步覆盖过程，因此乡村旅游的全域化发

展是实现更大场域的全域旅游的必由之路。全域旅游

视角下，乡村旅游的发展被赋予了更高的历史使命，

以发展全域乡村旅游为抓手，不仅能够推动全域旅游

的发展，还能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城乡一体化

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农村精准扶贫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2 金岭村旅游发展现状与困境

2.1 金岭村概况

金岭村位于湖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

展试验区、武汉“1+8”城市圈内的大悟县新城镇东

北部，距离孝感北站约 14 km、新城镇镇区 10 km、

大悟县城区约 25 km，周边有宣悟线、新彭线、G346
国道等交通线路，具有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如图

2 所示。

金岭村现辖有夏家田、张家湾、黄金沟、磨子沟、

小张湾、下韩家湾、东湾、西湾等自然村落；东与彭

店乡相望，西与高店乡凉亭相邻，南与新城镇红畈村

相连，北与丰店镇九房沟接壤。

金岭村现共有村民小组 13 个，545 户，总人口

为 1 922 人，其中常年外出人口为 827 人。金岭村国

土面积为 10.5 km2，耕地面积为 1.483 km2，水面面

积为 0.1 km2，林地面积为 5.97 km2。

2.2 村庄旅游发展现状

2015 年底，在湖北省委组织部帮扶下，金岭村

拉开了旅游精准扶贫的序幕——以旅游、休闲农业为

发展方向，力争发展成为省级“精准扶贫、乡村旅游、

新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示范村 [14]。在省、市、县、

镇四级政府部门的关怀下，金岭村旅游发展已取得初

步成效，囊括观光游览、野外体验、民俗体验、民宿

接待等旅游项目。

2.2.1 旅游资源分布

金岭村目前已建成张湾水库、大张湾古民居区、

黄金沟文化体验区、滠水源河、光雾山林果园区、映

月湖观光区、东岳庙、颜氏祠堂等景点；旅游功能分

区整体上形成以乌桕广场为中心，环绕打造了小张湾

鄂北民居展示区、黄金沟文化体验区和观星谷汽车露

营地运动休闲区等 3 个功能区 [15]，形成“一心三区”

的总体布局，如图 3 所示。

b）金岭村在大悟县的位置

图 2 金岭村的区位图

Fig. 2 Precise location of Jinling Village

a）大悟县在湖北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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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功能区从游客的需求出发，打造多元化、个性

化的旅游体验项目，初步形成了各自的定位与特色，

具体如表 1 所示。

2.2.2 旅游发展成效

当前金岭村旅游发展取得初步成效，村民生活水

平和生活环境均得到了改善，3 个功能区的旅游项目

与相关配套设施已经基本建成，具备了一定的旅游影

响力。

1）村民视角。精准扶贫后，发展乡村旅游，金

岭村村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村容环境有

了明显改善。对金岭村村民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见

图 4），绝大多数村民认为金岭村发展乡村旅游几乎

没有负面影响，反而在增加村民收入和改善村容环境

方面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2）游客视角。金岭村通过近 1 a 的发展，相关

旅游项目基本落地，服务设施逐渐完善，具有一定的

旅游吸引力。据统计，2017 年清明节期间，大悟县

共接待游客约 8.6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 011 万元，

其中金岭村接待游客高达 2 万人次 [16]。对游客的问

卷调查结果（见图 5）显示，目前金岭村的旅游影响

力主要停留在大悟县域范围，对武汉及其他地区吸引

力有限，但是游客整体上对金岭村的旅游发展现状较

为满意。

 

图 3 金岭村旅游功能分区与景点分布

Fig. 3 Sector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cenic spots
in Jinling Village

表 1 金岭村各旅游功能区基本情况

Table 1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sectorization in 
Jinling Village

功能区

中心

古民居

展示区

文化

体验区

运动

休闲区

地点

乌桕

广场

小张湾

黄金沟

磨子沟

功能

集散、商业、
停车、游憩、
汇演等

餐饮住宿、办公、
商业、休闲观光、
文化展览等

民俗文化、
美食体验等

商业、餐饮住宿、
娱乐、户外运动

项目

电商体验、旅游
商品、游客接待
等

颜回书院、酒店
住宿、艺术家工
作室、红色记忆
小屋等

传统婚礼展示
区、憨豆坊、喜
酒坊、干菜坊等

农家乐、商业街、
酒店、露营、车
房、户外拓展等

适合
人群

各类

人群

中青年

中老年

青少年

使用
情况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b）乡村旅游的负面影响

图 4 村民问卷调查结果 
Fig. 4 Questionnaire survey feedback from the villagers 

a）乡村旅游的正面影响

a）游客分布情况

b）游客整体评价

图 5 游客问卷调查结果

Fig. 5 Questionnaire survey feedback from the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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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问题与困境

一方面，金岭村的旅游业在较短的时间内要实现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一些弊端和

不足逐渐显现；另一方面，金岭村从一开始就以“四

个省级示范”为高起点，而未来更要将影响扩大到全

国乃至更大范围，这就要求金岭村未雨绸缪，及时梳

理并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突破发展瓶颈，从而顺利

完成未来旅游发展的转型升级。

2.3.1 资源整合力度不够

从宏观层面看，金岭村的旅游发展尚未融入武

汉都市旅游圈和鄂豫皖大别山旅游互动区等大旅游

生态圈背景之中，应整合利用大旅游生态圈的资源，

共享机遇，实现借圈发展 [17]。从中观层面看，金岭

村是以“生态、绿色”为发展基调的绿色旅游，尚

未与大悟县的红色旅游主题实现“红绿联动”，“红

色高地上的绿色崛起”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微观

层面看，一方面，金岭村与周围丰店水库、九房沟古

民居、彭店水库等景点之间联系不足；另一方面，金

岭村的旅游目前主要集中在黄金沟、磨子沟、小张湾，

对村域内镇鸡桥、照鸡寺、金鸡岭等自然人文资源缺

乏进一步整合。

2.3.2 旅游品牌特色不突出

金岭村现有旅游定位是“田园故里”，主打乡村

绿色文化旅游体验，但基于其优质生态环境的绿色体

验尚显不足，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不够，未形成金

岭村品牌效应。从现有旅游项目看，金岭村包含的

旅游要素较为齐全，但在商务、康养、研学等方面

仍有欠缺；磨子沟旅游板块是农家乐的主要集中点，

主要提供餐饮住宿，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小张湾古民

居展示区具有一定特色，其中颜回书院是一大创新，

但是尚未形成旅游品牌，“颜回文化”的深层次内涵

还有待进一步挖掘；黄金沟民俗文化体验的创意较为

新颖，但各项体验缺乏系统性联系，仅停留在简单的

体验上，整体特色不突出。

2.3.3 旅游业的联动性不足

乡村旅游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还应主动融合其

他产业，承担起相应的社会与经济职能，如提高村民

经济收入水平、建设美丽乡村、保护生态环境等 [18]。

金岭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村民家庭经

济收入仍主要靠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经营这两种形

式获取（见图 6），而通过旅游服务、其他方式作为

主要的经济来源的村民较少，反映出村民整体参与度

较低。村民参与乡村旅游，目前仅停留在零星化经营

农家乐、在相关旅游项目上班等初级层面。旅游业与

相关产业发展联动不足，与村庄的农业、林业、养殖

业等结合不够紧密。目前，只有农产品采摘、农业

观光游览等项目，当地农业资源特色尚未充分体现；

与加工业、手工业联系不够紧密，农产品附加值未得

到提高；与商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联动

仍不足，融合发展有待提升。   

2.3.4 旅游营销创新不足

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金岭村的乡村旅

游发展迅猛，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在互

联网营销时代，相比之下其营销宣传手段尚较简单，

主要是通过政策优势倾斜下各类媒体的相关报道，

而自身对旅游产品的营销宣传手段仅有微信公众号，

尚还缺乏在乡村旅游网站、微博、相关 APP 等媒体

平台上的宣传推广。另外，在旅游产品定价策略方面，

对市场的认知与把握尚显不足。

2.3.5 服务设施与相关配套设施有待完善

基于金岭村的旅游现状，并且考虑到其未来发展

需求，可知其旅游服务承载力尚且不足，各类服务设

施和相关配套设施尚需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方面，

金岭村居民点内的道路还有部分尚未硬化（见图 7）；

公交车仅有上午两班；停车场地有限，无法满足旺

盛的自驾游需求；缺乏系统性的旅游步道和自行车车

道。环卫设施方面，村内供游客使用的垃圾桶和旅游

公厕，数量上仍有不足，分布上尚缺乏合理性；有些

地方明沟排水影响整体美观，且安全性较低。娱乐设

施方面，缺乏新意，难以适应多元个性化的游客需求。

在餐饮住宿方面，村内现有十几家农家乐和几所酒店

旅馆，整体上数量不多、档次不高，仍无法满足游客

的需求。

图 6 村民从业情况

Fig. 6 Villagers'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图 7 村内道路现状

Fig. 7 Current rural 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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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岭村旅游发展优化策略

全域旅游视角下，金岭村的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要

走区域一体化旅游品牌战略，提升市场竞争力，更要

实现村域旅游的全域化发展，与村内其他产业相融

合，从而构建更大范围的全域旅游体系。

3.1 整合区域资源，创建全域旅游示范乡村

金岭村旅游发展要避免单打独斗，应立足区域旅

游全域化发展背景，整合区域资源，树立旅游品牌，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村。

3.1.1 村域层面

村域范围内，要整合现有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

等。如将现有的东岳庙等 6 座水库进行适度地旅游

开发：东岳庙水库（映月湖），可在现有观光功能

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休闲度假项目，其他小型水库

可只开发垂钓等传统项目 [19]。此外，如深度挖掘金

岭村北部张家湾、镇鸡桥、寨鸡山等地的民间文化

内涵，并进行故事串联，开发成小故事短线旅游（见

图 8）。通过科学合理地统筹规划可实现金岭村旅游

的全域化发展，使其乡村旅游不再是一个或者是若干

个旅游吸引物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

具有鲜明特色的综合吸引物。

3.1.2 县域层面

全域旅游体系构成如图 9 所示。一方面，大悟县

全域旅游体系需要以金岭村这样的全域乡村旅游景

点为基础展开；另一方面，金岭村的旅游发展必须基

于大悟县域的旅游全域化发展背景。因此，金岭村需

打通与丰店水库、九房沟古民居、彭店水库等周围景

点之间的联系通道，形成局部的旅游吸引合力。此外，

金岭村可通过增加相应红色体验项目，连接县域红色

旅游路线（悟宣线），实现与大悟县红色旅游的联动

发展、红绿互补，推动大悟县全域旅游的展开；并以

此为基础构建金岭村区域一体化的旅游品牌——“红

色大悟，绿色金岭”。

3.1.3 省域层面

全域旅游视角下，大悟县更应积极融入武汉都市

旅游圈和鄂豫皖大别山旅游互动区等大旅游生态圈

之中，整合利用大旅游生态圈的资源和发展机遇，实

现借圈发展。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金岭村应立足

大悟县的红色旅游背景，与大悟县一道联合周边其他

红色旅游目的地（红安、麻城等）共建大别山红色旅

游区。

3.2 运用“旅游 +”思维，推进产业融合

全域旅游理念指导下的金岭村旅游业发展应突

破传统思维，积极主动融合农业、手工业、文化创意

产业等，充分发挥“旅游 +”功能，推进村域经济发

展“新常态”。加快旅游业与农业、手工业、加工业

的融合，推动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科普农业的发展；

深化农产品加工，打造金岭旅游商品品牌；制作富有

创意的手工艺品，如在现有的汉绣基础上，加入金岭

文化符号。以“旅游 + 林业”“旅游 + 文化创意产业”

为重要抓手，重点发展康体休闲旅游、文化创意旅游。

特别是在整合小张湾现有汉绣、民间艺术等基础上，

大力推动其文化创作、文化创意、艺术创作等，打造

小张湾乡村文化部落 [20]。

3.3 做好“四全一高”的提升，强化旅游体验深度

金岭村旅游发展的全域化，离不开从“全时空、

全过程、全方位、全民参与、高品质”5 个方面提升

和强化旅游体验。全时空，要求金岭村不仅要在村域

范围内实现全景化旅游，更要达到“四季旅游，全

年不淡”；如春季主要提供观光、户外运动等项目，

夏季提供休闲度假项目等，根据不同季节、特殊的旅

游需求设置相应的旅游项目。全过程，要求金岭村

提供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的全程服务。旅游前，

提供在线行前咨询、路线规划等服务；旅游中，根据

游客需求提供各种便捷服务；旅游后，提供产品售后、

图 8 小故事短线旅游

Fig. 8 Short-distance tours accompanied with story-telling

图 9 全域旅游体系构成示意图

Fig. 9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global touris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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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后反馈等服务。全方位，指金岭村除了提供传统六

大基本旅游要素，还增加提供“商、学、闲、养、情、奇”

等新兴旅游要素，即构建包含观光游览、农事体验、

文化休闲等全方位产品体系（见图 10），不仅考虑

了个人的出行体验，更包含了文化素养和生活品味的

熏陶。全民参与，指金岭村一方面要培育新型农民，

参与到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全过程中来；另一方面，要

将原真性的村民纳入旅游吸引物的范畴，向游客展示

最原滋原味的民俗风情和乡土文化。高品质，要求金

岭村在做好以上“四个全”的同时，保证旅游体验项

目的服务质量。

3.4 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承载力

完善旅游配套相关设施是全域旅游发展的基础。

金岭村的旅游配套应从道路交通、环卫设施、排水设

施、住宿与餐饮服务设施等方面加以完善。道路交

通方面，通过合理科学预测，增加相应数量的生态停

车位，实行全天候的公共交通服务；环卫设施方面，

根据人流及景点的分布，增加并合理布局相应数量的

旅游公厕、垃圾收集点；排水设施方面，建议均采用

铺设管道排水，条件不允许的，可采取一定的防护和

美化措施加以处理；住宿餐饮方面，既要建设集中的

住宿餐饮区，又要在各功能区、景点适当布设住宿餐

饮服务。此外，金岭村应加快构建包括信息咨询服务

体系、旅游安全保障服务体系等在内的全域旅游服务

体系，全面提高旅游服务承载力。

3.5 创新旅游营销与管理模式，推动可持续发展

全域旅游背景下，金岭村应主动出击，创新营销

模式。首先，从各自为主的恶性竞争转向旅游联盟，

通过与周围的丰店水库、九房沟古民居、彭店水库等

景点携手联合，形成局部旅游吸引合力，打造休闲度

假旅游社团。其次，与大悟县红色旅游构建一体化的

旅游品牌，实施目标化营销，在孝感市及其下面各县

进行宣传推广。最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

手段进行营销宣传，如建立自己的乡村旅游网站、官

方 APP、官方微博；在著名旅游网站发布信息；利

用大数据分析游客特征与需求，实现精准营销。管理

模式上，金岭村可在现有的“人民公司”模式基础上

加以创新，培训并引进相关人才，实行“人民公司 +
协会 + 合作社 + 农户”共同运营管理。

4 结语

在乡村旅游繁荣发展的同时，其面临的诸多问题

也日益显现。本文通过解读全域旅游内涵，理清全域

旅游与乡村旅游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金岭

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并从区域资源整合、相关产业融

合、强化旅游深度、完善配套设施、创新营销模式 5
个方面提出了优化策略，对同类乡村的旅游发展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整体看，全域旅游理念为其

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即区域围绕旅游整合资源，

产业围绕旅游调整结构，社会服务围绕旅游突出特

色，村民围绕旅游增加收入，服务设施围绕旅游完善

功能，从而实现乡村旅游与社会经济、环境保护、乡

村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全面开花，发展各异，所面临的具

体问题也不尽相同，在全域旅游环境下，尚需具体问

题具体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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