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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globaliza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culture, 
tr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other aspects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Conference (Forum) exhibition activiti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large-scal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years, some scholars proposed that conference and exhibi-
tion itself is a kind of tourism activity. In recent years,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tourism, conference tourism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t not only brings 
considerable economic benefits, but also plays a very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tourism image 
of the conference destination effect. This paper takes the “Xiaochuanyu Forum” (a well-known 
think-tank forum in China) held in xiaochuanfangyu village, chuanfangyu Town, Jizhou District, 
Tianjin as an example to comment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three sessions of “Xiao-
chuanyu Forum”,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on building the brand of “Xiaochuanyu Forum” as a think-tank conference forum. 

 
Keywords 
Conference Tourism, Xiaochuan Forum of Think-Tank, Rural Revitalization, Brand 

 
 

打造会议旅游品牌，助推乡村经济振兴：以“小
穿论坛”为例 

邵  赟，王庆生*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2023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2023
http://www.hanspub.org


邵赟，王庆生 

 

 
DOI: 10.12677/sd.2020.102023 188 可持续发展 
 

天津商业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0年3月3日；录用日期：2020年3月20日；发布日期：2020年3月27日 

 
 

 
摘  要 

日益全球化趋势加速了世界各地之间文化、贸易、科技以及信息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而会议(论坛)会
展活动在各种大规模交流沟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早些年就有学者提出会议会展活动本身就是一
种旅游活动，近年来会展业和旅游业快速发展，“会议旅游”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形式，在旅游业发展
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在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会议承办目的地旅游形象起到了很大

的正面带动作用。本文以在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小穿芳峪村举办的“小穿论坛”(国内知名智库论坛)
为例，评述已举办的三届“小穿论坛”的意义和影响，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就打造“小穿论坛”智库型

会议论坛品牌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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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目前看，会议旅游是很普遍的一种旅游形式，但近些年学者对会议旅游的研究却比较少，本文的

研究对象“小穿论坛”是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的联合发力下举办的国内知名乡村

振兴智库论坛。蓟州区被称为“京津后花园”和“山水之城”，是天津市发展乡村旅游的极佳之地。“小

穿论坛”不仅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打造的智库品牌，同时也对蓟州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让我们了解

到蓟州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小穿论坛”的成功举办是天津社会科学院通过会议品牌打造助

推蓟州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小穿论坛”面临着形式单一、吸引力不足、文

化厚度不够的问题，距离成为一个行业知名会议品牌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使得“小穿论坛”如何办下

去成为一个难题。本文针对存在的问题对“小穿论坛”的形制进行研判、提出建议，并助力其成为国内

知名会议旅游品牌。 

2. 我国会议会展旅游研究进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会议会展旅游(以下简称会展旅游，全文同)逐渐兴起，成了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我国学者对会展旅游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近些年来对于会展旅游的研究文献众多，通过在 CNKI
上的检索，自 2003 年以来，每年关于会展旅游的研究文献超过了 75 篇，但近三年来文献数量有减少的

趋势(参见图 1)。 
本文分别用“会展旅游”、“会展旅游发展”、“会展旅游研究”、“会展旅游研究现状”、以及

“会展旅游综述”为关键词进行了检索，发现文献数量分别为 2914、1793、1468、298、70，这说明会

展旅游的研究理论基础还是十分丰富的。就会展旅游进行检索，发现共分为 26 个研究主题(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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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atistics of mice tourism papers published by Chinese scholars from 1994 to 2018 
图 1. 1994~2018 年间我国学者发表会展旅游论文情况统计 
 

 
Figure 2. Mice tourism research topic distribution 
图 2. 会展旅游研究主题分布情况 

2.1. 会展旅游的概念界定 

2.1.1. 概念形成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形成会展旅游的定义体系，而且国内学者对于会展旅游概念的解读也不完全相同，

其中主要是从 3 个角度来对会展旅游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是从产业的角度。黄远水将会展旅游业界定为：在整个会展过程包括策划预备期、会展期以及后

来的直接延伸中旅游业直接承担的部分，并且会展旅游业应该包括以节日庆典和体育赛事为主体的节事

[1]；林翔认为会展活动已经成为旅游业的一部分，用会展旅游业这一名称比会展业更加直观[2]；周春发

指出会展旅游是都市旅游、商务旅游的主要部分，包括会议旅游、展览旅游、奖励旅游、节事旅游等旅

游形式，并且大力推崇要以会展旅游代替会议旅游、会奖旅游等说法[3]；梁留科认为会展旅游就是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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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通过举办各种会议、博览交易、文化体育、科技交流、奖励旅游等活动而开发的一种旅游项目[4]。
张涛认为会议旅游是指通过接待国际大型会议来发展旅游业[5]。 

第二种是从经营行为的角度。从会展经营行为角度来看，则能更好的说明会展旅游的组成部分和内

容。王云龙指出会展旅游指的是旅游通过和会展活动的特点延伸出来的业务，但是这并不含旅游业对于

会展的多元化经营的业务[6]；王保伦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可以把会展旅游定义为：为会议与展览活

动的举办提供了展会场馆和其他的服务，而且获取了经济效益[7]。 
第三种是从旅游方式的角度。应丽君通过对中国会展旅游的思考，对会展旅游进行了界定，指出会

展旅游是由于各种类型的会议、博览、展览等活动举办而产生的一种旅游产品，她还进一步指出会展旅

游是一种新型的主题式专向旅游产品[8]；高舜礼认为旅游与会议交融缘于先天基因，会议旅游是指以参

加会议为目的的出行活动[9]。杨真认为开会的整个过程中涉及了旅游的众多要素，会议本身就是一种旅

游活动[10]；会议是会展业的一部分，从学者的研究来看，会展业和旅游业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2.1.2. 研究进展 
目前学者对于会展旅游的研究偏重于讨论各地会展旅游的发展现状及改进措施、会展旅游产品的开

发、发展会展旅游的影响、会展旅游的发展趋势等，而对于国内会展旅游的整体发展情况以及发展历程

的相关研究较少。李扬研究了山东省会展旅游业的发展对策，并对其发展会展旅游进行了前景分析[11]；
冯秀梅研究了秦皇岛市会展旅游品牌定位问题,并探究了秦皇岛市会展旅游品牌建设策略[12]；刘梦凡是

在产业融合的视角下从资源共享、人才引进、市场需求等角度对旅游业和会展业的融合背景、促进旅游

业和会展业和谐发展的措施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探究我国当前会展旅游的发展模式[13]。张进则是探讨

了旅游会展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且他把旅游放在了会展的前面，认为会展业是旅游业的一部分[14]；李

孟华等则认为发展会展旅游对当地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文章中主要探究了会展旅游对重庆经济的影响

[15]；蒋倩对三亚的会展旅游发展模式以及发展现状进行了探析，并提出发展对策从而使三亚会展旅游进

一步发展[16]；王元等人则通过对国内外会展旅游文献研究的综述，揭示了我国会展旅游业的一些由于会

展业与旅游业的关系出现松散状况、发展水平处在初级阶段所存留的一些突出问题，同时提出了我国发

展会展旅游业应采取建立专业机构、加强会展旅游教育与相关专业人员的投入和提高国际知名度的策略

[17]。当前关于会议会展旅游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而对于会议会展旅游概念的研究以及发展程度的研

究较少，未来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3. 打造会议旅游品牌对乡村会议目的地的影响 

3.1. 给乡村旅游业带来新的盈利空间 

会议旅游一般人数规模较大，且对价格敏感程度较低，住宿、餐饮、购物等都能给当地带来可观的

收入，给会议酒店和商务酒店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并且弥补了当地旅游低迷期的空白，给当地发展旅游

业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3.2.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会议经济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功能和产业带动作用，会议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带动第三产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还能大大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有利于缓和旅游发展的季节不均衡现状，提

高旅游业发展的整体效益，并且会议还能促进高端要素集聚，它的发展能带来高附加值和高创新效益，

从而在促进产业升级的进程中促进乡村振兴，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为实现乡村振兴画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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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升当地旅游品牌形象 

完善的会议设备可以成为旅游吸引物，从而吸引重要国内会议甚至国际会议在这里举办。重大会议

的举办，可以大大提高会议目的地的知名度，随着会议经济的发展，可以增进国际间、各地区之间的沟

通和交流，也给当地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有利于增强目的地的综合实力，同时也帮助塑造了当地的

旅游品牌形象。 

4. 案例研究：以“小穿论坛”为例 

4.1. “小穿论坛”的简介及发展历程 

“小穿论坛”因举办地选在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小穿芳峪村而得名，它是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天

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小穿论坛”是天津社会科学院与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

的“三农”发展高端智库论坛，拟每年举办一届，论坛的主题每年都会变化，但始终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这个主题，旨在关注当下农村发展存在的挑战和机遇，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汇聚各方智力资源为天

津、特别是为蓟州区改变发展现状、寻求经济活力出谋划策，从而实现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可持续

发展和农村经济效益追求的统一。目前为止“小穿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三届，每一届都有众多的相关专

家学者参会，通过深入挖掘蓟州区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激活沉睡中的历史文化资源，从而为蓟州

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智慧锦囊。 

4.1.1. 初见“小穿” 
第一届“小穿论坛”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历时 2 天，本次论坛主题是“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建设现代生态文明乡村”。此次论坛旨在通过对天津市蓟州区乡村典型案例的研究与实践经验总结，

深入挖掘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激活沉睡中的历史文化资源，探索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产

业开发新模式，解析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路径，打造“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的特色村

落，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代美丽乡村，为蓟州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业协调发展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会

后考察了小穿芳峪村。 

4.1.2. 又逢“小穿” 
第二届“小穿论坛”于 2018 年 10 月 28 日召开，历时两天，本次论坛主题是“乡村振兴——迈向新

时代的农业和农村”，深入挖掘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探索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高端

旅游产业开发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蓟州模式”。会后调研大巨各庄村现代农业

转型。从主题可以看出，与第一届论坛重在挖掘蓟州区乡村历史文化资源，激发产业开发新模式相比，

此次论坛更多的提到了乡村振兴，可见乡村振兴振兴对农村发展意义之大，在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时，

乡村旅游也更多的出现在了学者的发言中，可见发展旅游对蓟州区产业转型的意义所在。 

4.1.3. 再遇“小穿” 
第三届“小穿论坛”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召开，历时 2 天，本次论坛主题是“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

此次论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精准聚焦于乡村振

兴、乡村旅游和全域旅游三个方面，积极探索农村农业发展新模式。会后参观了周边民宿以及“长寿村”

毛家峪。这次会议，旅游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上，探索蓟州区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怎样更好的实现文

旅融合、实现乡村旅游“+”成了广大学者关注的问题。 
从这三次会议的主题来看，每一次主题的制定都紧紧围绕乡村发展动态，实时增添“三农”中最受

关注的问题，不仅为蓟州区乡村的发展开辟了路径，也为广大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启发。但是不容忽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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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旅游对于蓟州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蓟州区是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那

么未来“小穿论坛”的主题中也一定离不开“旅游”两个字，也会有更多的新型业态出现助力乡村发展。 

4.2. “小穿论坛”的目的地选择 

“小穿论坛”的目的地选择在了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小穿芳峪村，首先这得益于蓟州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被称为“京津后花园”和“山水之城”，山水资源丰富，并且有蓟州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小

穿芳峪更是有“三山一水如仙境”之说，现在已经打造成为以“乡野公园”为主题的休闲旅游特色村，

是远近闻名的旅游明星村，为穿芳峪镇打造成为“全景式休闲旅游名镇”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4.2.1. 政府的支持 
“小穿论坛”举办宗旨就是通过对天津市蓟州区乡村典型案例的研究与实践经验总结，深入挖掘地

域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蓟州区乡村发展提供好的思路与方法，助力蓟州区发展成为生态与经济

协调发展的示范区。而且“小穿论坛”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倾力打造的关于“三农”发展高端智库论坛，

为了“小穿论坛”的成功举办，天津社会科学院和蓟州区人民政府都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同时也一直在

思考怎样进行创新和改进使“小穿论坛”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成为一个知名高端年度论坛。“小穿论坛”

的召开和发展离不开天津社会科学院和蓟州区人民政府的支持。 

4.2.2. 主题符合 
蓟州区山水和林木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知名景区众多，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使蓟州区成为天

津市发展乡村旅游的首选之地。现在蓟州区已经成为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其发展全域旅游、乡村旅游

的实力得到了验证和认可。近些年，去蓟州区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在给蓟州区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让我们看到蓟州区发展的潜力和众多可能性。穿芳峪镇更是形成了森林公园、体育公园、湿地公园和乡野

公园四大片区，乡村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品质明显提升。而作为乡野公园的小穿，有“北国桃花源”之

称，这里环境优美、风光秀丽、村中有景、景中有村，是休闲旅游的首选之地，小穿也是远近闻名的旅游明

星村。论坛的目的地选在这里，可谓是相得益彰，在乡野中谈论着乡村，能给人更多思路，而且，在会后之

余，还能感受乡村“厚厚的乡野，浓浓的野趣”，所以，把“小穿论坛”的会议目的地定在这里是可行的。 

4.2.3. 设施完备 
小穿芳峪村有设备齐全的会议室，为“小穿论坛”的举办提供了设施基础。在这里，有可容纳 200

余人的会议室，并且里面多媒体设备完备、基础设置齐全，为学者讨论发言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并且会

议室位置极佳，距离餐厅以及众多民宿都比较近，给来这里参会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也

是会议目的地选在这里的原因之一。从“小穿论坛”里的“小穿”二字可以看到小穿的重要性，“小穿

论坛”因小穿村而得名，小穿也将因“小穿论坛”而被更多的人知道，两者相依相存，将在这里谱写更

多关于小穿的故事。 

4.3. “小穿论坛”的重大意义 

4.3.1. 带动乡村发展 
首先学者们集思广益，为蓟州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通过调研、探索、分析，为乡村发展提供新思

想，这些思想不仅服务于蓟州区，也为和蓟州区面临相似情形的广大农村开辟新路径，这些思路都可以

当作宝贵的经验。 
其次会议人数规模较大，参会人数众多，能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增加旅游收入，带动当地

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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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汇集文化成果 
“小穿论坛”在召开前都会进行论文征选，并把部分论文收进论文集，无论是在会上的发言，还是

论文集里的文章，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小穿论坛”的举办集聚了丰富的文化成果，这些

成果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4.3.3. 形成文化名片 
待“小穿论坛”有了足够的知名度，并且形成一定的规模，那么它必将成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和蓟州

区人民政府合力打造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成为蓟州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这无论对天津社会科学院还是

蓟州区意义都是极大的，因此这张文化名片一定要打造好。 

4.3.4. 构建会议品牌 
在以后的发展和不断推进中，“小穿论坛”会成为独特的小穿品牌，这意味着它将成为行业内的特

色板块高端论坛，在“三农”主题这块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在未来也会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所以在以

后的发展中，一定要倾向于打造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知名度高的论坛。 

4.4. “小穿论坛”存在的问题 

4.4.1. “旅游”凸显不够 
会议与旅游的伴生关系，仿佛是自发形成的，开完会后，利用余下的时间在当地进行短暂的旅游，

对当地的风俗民情有所了解。除非是行程太紧张或者目的地已没有新意，不然参会者会有很大的热情

进行会后旅游。这对于工作繁忙、缺少时间旅游的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机会，但对于“小穿

论坛”来说，旅游部分没有很好的凸显出来。蓟州旅游资源丰富，景区众多，并且乡村旅游发展独具

特色，吸引了周边其它城市的旅游者。但是论坛并没有很好的把会议和旅游结合起来，在会后，并没

有安排适当的行程和足够的时间给参会者进行短暂的旅游，只是匆匆的在小穿村附近进行参观，而且

参观地方都大同小异，不能让参会者看到蓟州区的美好风光，也不能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旅游体现

的作用并不明显。 

4.4.2. 论坛影响力有限 
从三届“小穿论坛”的经验来看，会议整体安排和服务比较周到合理，给参会者提供了舒适的参

会环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参会者一般都是涉及农业、历史、文学、旅游的专家学者们，但

是三年来每年都参加的学者却不多，对学者们来说“小穿论坛”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吸引力来成为一个

年度必须参加的盛会，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来引导行业内的知名学者都来参会，总体来说就是吸引力

不强。其次，是知名度低，影响力不够，虽然会议目的地在环境优美的乡野公园中，但从另一个角度

讲，相比开在繁华都市或知名高校的会议来说，地理位置偏僻，在出行上有很大的不便，因此一定要

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参会者觉得不虚此行，在论坛上能有新的认识和大的收获，并且开始期盼下一次

的“小穿论坛”。 

4.4.3. 论坛形式单一 
虽然论坛每年的主题都以当下“三农”的前沿话题为指导进行改变，但具体形式并没有太大差异，

通常安排是进行主题报告，然后再进行专题发言，基本上所有的行程都会被会议占满，这样整个流程走

下来，除了听报告就没什么其他的事情了。形式单一，参与感、互动性差，而且会议强度比较大，对接

受能力有比较大的挑战，并且缺乏探讨，对学者观点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这样下来往往把握不住要点，

也会降低整个论坛的获得感。的确，学术论坛应该依据规范和流程，不能只依赖外在的东西来获取注意

力，但可以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从而营造在论坛上浓厚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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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论坛品牌支撑不足 
“小穿论坛”毕竟只举办了三届，和其它有名的年度论坛相比还属于比较“年轻”的“后起之秀”，

所以在学术成就上自然有一定的差距，并且缺少知名的学术成果做理论支撑，除了论文集之外产生的会

议附属成果较少，而且在很多方面还处在探索和平衡的阶段，并没有出现成熟的体系，所以就存在着文

化厚度不够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基础做支撑，那么想要长久发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5. “小穿论坛”的助力建议 

4.5.1. 增强旅游“+”效应 
(1) 采用“会议+景区”模式 
建议按照“会议+景区”模式，蓟州区政府应当把“小穿论坛”作为“蓟州名片”予以积极呵护与持

续打造。 
首先。“小穿论坛”应坚持立足小穿，放眼蓟州乃至天津乡村振兴，放大小穿论坛的智库影响力。

在未来的论坛主题选择上，在秉承乡村振兴主线外，应围绕先内(蓟州)后外(蓟州区之外天津市域)原则，

由天津社会科学院联合市属区级政府，依据国家乡村振兴宏观导向，通过“会议+旅游”模式，不断推出

每年的年会主题，增强会议品牌持续发展能力。 
其次，蓟州区景区众多，尤其是山体资源丰富，这是蓟州区的独到优势，应牢牢把握旅游资源丰富

这一优势，让参会者有更多的机会去一一走访这些景区。当然，因为会议时间只有 2 天，时间有限，而

且要以会议为主、旅游为助，所以对于景区和路线都要做好筛选，要在最有限的时间内做最好的安排，

不能让行程排的过满，也不能停滞在原有安排上，可以先服从就近原则，从距离比较近的景区开始，每

年都重新选择，让参会者对蓟州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才能为蓟州的发展更好的出谋划策。当然，由

于参会人数庞大，所以一定要借助蓟州区人民政府的力量，通过政府主导，做好接待和讲解工作，从而

让参会的专家学者们有好的旅游体验，由此形成良好的带动作用，以此循环，作用会越来越显著。 
(2) “会议+纪念品”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一般都会购买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但现在众多景区的纪念品都是大同

小异，并不能体现当地的特色和文化。现在人们对旅游纪念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更喜欢能够凸显文化

的纪念品，尤其是文创类的产品，那么天津社会科学院就要联合蓟州区人民政府结合当地特色，开发出

能够突出当地特色的纪念品，在会后留给学者们做纪念。当然，还可以设计系列性的产品，比如“蓟州

系列”或“小穿系列”，这样的产品必须是可以留存的，每年参会都可以积攒一个，这也可以算是“小

穿论坛”的另一个体现形式。 
(3) “会议+休闲” 
小穿空气清新、乡风浓厚，但会议时间如果太过紧张，在小穿的体验感就会不好，可以对会议时间

进行调整，让学者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乡村中闲逛、漫步、感受。而且，晚上的活动比较少，可以利

用晚上的时间安排一些表演和活动，增加与当地的互动。 
(4) “会议+体验” 
穿芳峪镇包含森林公园、体育公园、湿地公园、和乡野公园四大片区，每一个片区特色都不同，因

此在会后的活动可以延伸到小穿以外的范围，在住宿方面可以根据需要安排去附近不同的民宿居住，这

样也能对其它乡村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增加会议的乐趣，减少会议的疲倦感。 

4.5.2. 加大宣传，形成“明星”效应 
(1) 运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目前“小穿论坛”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知名度不高，宣传度不够，除了在论坛上请多家媒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2023


邵赟，王庆生 
 

 
DOI: 10.12677/sd.2020.102023 195 可持续发展 
 

体进行宣传报道外，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寻求多种方式进行宣传。现在自媒体发达，人们接受信息的方

式多种多样，在日常生活中，相比长篇大论的繁琐文章，人们更倾向于浏览内容简要、文字活泼的公众

号推文。因此可以专门成立一个“小穿论坛”的公众号，可以在上面发布关于论坛的准备事宜和举办情

况，并且除了论坛上的讨论，也可以就时下的关于“三农”和旅游的前沿性问题进行讨论，鼓励多发表

自己的看法，增加会议后的讨论，也为“小穿论坛”举办的前期工作提供素材。另外，还可以利用微博

这个平台，微博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宣传方式。请专人负责微博的管理和运行，适时在上面发布一些行

业内人士关注的信息，根据浏览量和关注人数来确定微博的关注度，根据关注度实时对内容进行调整。

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办和“小穿论坛”有关的节事活动，用节事活动吸引更多人的目光，由此增加关注

度和知名度。 
(2) 彰显“专家”效应 
人们总会对明星有一定的跟随和追捧，学术界也是如此。行业内的大牛总是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并

且有大牛参加的会议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小穿论坛”在成长期就应该形成这样的“专家效应”，可

以跟行业内知名的学者进行接触，了解他们近年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盛情邀请研究方向相符的学者，

并在会上进行发言，在论坛开始前邮寄邀请函和参会胸卡等物品。由此形成带动效应，以后可能就会有

更多影响力的人来参加这个论坛，这不仅能提高“小穿论坛”的知名度，还能积累更多文化成果。 

4.5.3. 对论坛主题及形式进行创新 
(1) 主题创新 
论坛的主题肯定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主题的制定要根据当下农业、乡村和旅游中出现的热点词汇来

进行选择，尤其是要留意出现的新词汇和新动态，当然也要结合蓟州区的发展模式及动态来进行考虑。

选择合适的、值得讨论的、有研究型的主题，从而不偏离“小穿论坛”举办的初衷。 
(2) 形式创新 
从三届论坛举办的经验来看，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大变化，虽然论坛要保持严谨性，要始终以会议为

主，但这种形式延续过久未免让听众乏味，可以借鉴其他论坛的形式加以补充。并且可以适当压缩会议

时间，选择方法新颖、研究度高的文章进行汇报，增加学者提问和交流的机会。 

4.5.4. 增强文化实力 
(1) 向高校借力 
高等院校研究氛围浓厚，且学术成果丰厚。可以多邀请知名高校的研究学者前来参会，并征收优秀

文章进行收录，积累文化成果。争取多出优秀作品，扩大文化影响。 
(2) 积累文化素材 
对于论文集，作为主办方的天津社会科学院应做好留档和保存，并且除了论文集之外，可以形成更

多文化成果。对不同领域的作品进行分类，独立成刊，评选出更多题目新颖、见解独到的作品，进行嘉

奖和鼓励，并且可以就“小穿论坛”进行相关研究，出专业书籍等，从而积累更多的文化要素，增加论

坛的文化厚度。 

5. 结语 

“小穿论坛”的举办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成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和蓟州区

人民政府的一张文化名片、为乡村发展助力、并且为广大学者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交流和探讨的机会，它

的持续发展是每一个见证者的心愿所在。但“小穿论坛”成为一个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智库品牌依然任

重道远，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不容置疑的是一定要更好的和旅游相结合，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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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式进行创新，增加吸引力；丰实文化厚度，释放文化活力。当然也少不了政府和广大学者的支持，

一起为“小穿论坛”成为知名智库品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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