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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充分有效地开发乡村本土资源以及发挥乡村的地理

优势，顺兴新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方向。江苏淮安具有优秀的红色历史背景、优良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乡

土资源，更是有着伟人故乡的独特优势。但淮安的乡村旅游辐射范围较小、整体规划缺乏时代性以及缺

少外界关注和吸引力。从分析淮安乡村旅游发展的自身优势及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对策，从而推动淮

安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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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an ful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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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 develop the local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sid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f the countryside, so as to smooth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new countryside. Jiangsu Huai’an has an excellent red historical background, excellent geograph-
ical location and rich local resources, and ha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hometown of great 
people. However, Huai’an’s rural tourism has a small scope of radiation, the overall planning lacks 
the modernity, and lacks external attention and attractivenes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
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Huai’an, corresponding counter-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Hua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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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导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有效地提高当地的整体收入水平、

改善当地的环境面貌、促进当地乡村规划实施进一步完善，更能够发扬传播当地的文明乡风。因此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是响应乡村振兴号召的重要方式。自改革开放发展至今，淮安市进一步发展壮大，具体体

现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的驱使下，淮安经济快速发展，当地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处于苏北地区经济发

展前列。但相较于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淮安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滞后的情况。

因此要依托淮安乡村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构建良好的淮安乡村旅游发展机制。 

2. 淮安市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 

淮安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地处长三角洲地区，是苏北重要的中心城市。淮安市下辖

4 个区、三个县，常住人口 456 余万人。淮安乡村资源广阔，人们对于当地旅游市场需求大。自 2002 年

开始，淮安将乡村旅游资源确立为重要的发展内容，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淮安已经初步形成了不同类型

的较为完备的乡村旅游体系，例如乡村文化旅游、美食旅游、红色遗产旅游等[1]。 

2.1. 旅游经济势头逐渐回升 

近几年来，如图 1 所示，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整体的旅游趋势是走上坡路的。2019 年，淮

安市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366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 470 亿元。相比与 2018 年增长了 13.8%。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淮安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人数大幅度下降，仅接待游客 2205 万人，旅游收入

约 266 亿元。2021 年，淮安乡村旅游逐渐恢复，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有所增加。根据淮安市统计局

初步统计，2021 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约 3293 万人次，旅游收入约 404 亿元人民币。据统计局统计，截

止到去年 2022 年，淮安旅游总收入比 2021 年增长了 51.8%，游客总人数增长了 49.4%。旅游社以及旅游

景点数量也在逐步增加。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淮安市的旅游收入在近年来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尽管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在 2021 年已经开始恢复。旅游经济的增长和复苏不仅反映了淮安市旅游业的发

展势头，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推动当地居民的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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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uai’an tourism economic income diagram from 2020 to 2022 
图 1. 2020~2022 年淮安旅游经济收入图 

2.2. 政府重视与支持乡村旅游 

淮安政府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发布了《淮安“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以及《淮安市乡

村旅游五年规划》等政策规划，十三五旅游规划于 2016 年出台，提出了到 2020 年淮安市旅游总收入达

到 300 亿元，年均增长 16%的目标。规划重点发展以淮安古运河、洪泽湖、楚州古城、金湖湿地、涟水

黄河湿地为主的生态旅游和以涟水“一河两岸”为主的河湖旅游。五年规划(2020~2025)于 2020 年发布。

规划提出了淮安市将以“全域游、全域美”为目标，以“四个强化、五个提升、两个推进”为主要措施，

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实现旅游与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淮安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规划于 2018 年出

台，提出到 2022 年，淮安市乡村旅游业总收入要达到 80 亿元，农村旅游业在全市旅游业中的比重达到

50%以上。规划重点发展农家乐、民宿、庄园、特色乡村旅游等。如图 2 所示。淮安市旅游产业提升行

动计划于 2020 年出台，提出到 2022 年，淮安市旅游综合实力进入全省前五位，旅游消费品质进入全省

前三位。计划重点推进旅游标准化建设、旅游产品创新、旅游服务升级等。以上仅是部分淮安市出台的

旅游规划，这些规划的出台旨在推进淮安市旅游业的发展和提升，带动当地经济的繁荣。淮安市全域旅

游发展规划纲要是淮安市政府为促进本地区旅游业发展所制定的长期规划，其目的是将淮安市打造成为

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综上来看，虽然，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淮安乡村旅游发展停滞不前，但

政府的支持以及相关政策的发布和落实都进一步说明淮安市的乡村旅游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未来，体现了

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和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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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uai’an city planning products 
图 2. 淮安城市规划产品图 

2.3. 淮安乡村旅游产品质量和数量不断提升 

淮安市近年来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

就乡村旅游产品质量而言，淮安市在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上都有提高。淮安市不断完善标准化建设，提

高了乡村旅游景区和农家乐的环境卫生、设施设备、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建设。同时，淮安市积极挖掘文

化内涵和特色元素，丰富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体验感，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2]。但

是，仍需要在管理和服务方面进一步提高，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旅游体验。其次，就乡村旅游产品数量

而言，淮安市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淮安市各县区积极探索发展模式，加快了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建设。

例如，洪泽区通过建设鱼米之乡、水乡醉美、龙虎山温泉等系列景区，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淮

阴区则推出了“乡村之星”等品牌，通过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提高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品牌价值。但

是，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质量的提高，需要注重产品的特色和差异化开发，避免同质化竞争和资

源浪费。总的来说，淮安市在乡村旅游产品质量和数量方面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需要进一步

加强标准化建设和特色产品创新，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 淮安市乡村旅游的优势 

3.1. 地产资源优势 

淮安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西边有洪泽湖，东边则有著名的高邮湖和白马湖，盛产水产品和农副产品，

是全国重要的农副产品产销地，同时也是江淮平原重要的商口。淮安是一个十分适合居住的城市，气候

宜人，具有独有的地域特色。淮安的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带动其第一产业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5328


杨亚茹，王宇昂 

 

 

DOI: 10.12677/ass.2023.125328 2430 社会科学前沿 
 

的发展，激发乡民的生产热情，改变其传统的生产观念，将生产的农副产品转变为旅游商品，生产劳作

转变为旅游活动。同时基于第一产业，实现乡村经济产业结构改革，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3.2. 旅游资源优势 

淮安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明清时期与苏州、扬州、杭州并称为“四大都市”。淮安不仅具有丰富

的自然旅游资源，同时也有着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例如，有着“江苏九寨沟”之称的铁山寺风景区，

也有着“水上长城”之称的洪泽湖大堤，更有着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淮安红色底蕴深厚，是

著名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并有着周恩来故居、周恩来纪念馆等地。历史上人文景观众多，例如韩信故里、

吴承恩故居等等。除了这些地域性旅游资源，淮安也是著名的美食文化发源地，是中国四大传统菜系的

淮扬菜之乡。 

3.3. 价格优势 

淮安虽处于江苏地区，但不同于经济发展更好的苏南，淮安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物价普遍偏低，

消费水平不高。而乡村旅游更是区别于一般旅游，本身的花销成本较低，因此可凭借实惠的价位在与周

边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且受众群体也更为广泛。 

4. 淮安乡村旅游存在的不足与困境 

4.1. 淮安乡村旅游资源缺乏联系，整合度不够 

淮安就整体上来说，不缺乏乡村旅游资源，各个县区都有自己的乡村旅游特色，并且有些县区的乡

村旅游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受到了游客的普遍高评价[3]。但是四个区(清江浦、淮阴、淮安、洪泽)
与三个县(涟水、金湖、盱眙)之间的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缺乏联系，每个县区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建设自己所

在位置的旅游资源上，更是有“边界说”这一说法。这便失去了原本建设乡村旅游资源的初衷，存在以

自我为中心发展的问题。整体上各县区无法相互联系，无法形成联动，则也不利于淮安乡村旅游的整体

发展。 

4.2. 淮安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不完善，盲目开发严重 

当前淮安乡村旅游缺乏整体性规划，局限性显著，个别县区在乡村旅游的规划上缺乏系统性和科学

性。开发乡村旅游资源，首先应该遵循的就是因地制宜。例如，个别乡镇在没有遵循当地的乡情的情况

下，片面的大搞农家乐、乡村民宿等乡村旅游项目，只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从而导致乡村旅游资源的

浪费以及开发单一化。同时，在调查中发现，各个县区存在旅游基础设施基本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很

多景点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和管理体系的情况，这也间接的导致了乡村旅游景区不被游客所认可。 

4.3. 淮安乡村旅游人才匮乏，经营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淮安是江苏省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一个城市，乡村老龄化尤为严重。在乡村，青壮年普遍选择外

出打工，而本地的老年人基本还是选择传统的劳作生产，这对于乡村经济结构的转变尤为不利。除此之

外，发展乡村旅游，最优先的就是需要当地人的帮助和认可，因为乡民对于当地的情况最为了解，比起

外来的工作人员更能够准确的向游客传达当地的特色文化和乡土风情。目前淮安的乡村旅游的服务人员

和工作人员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训练和培训，这对游客的满意度具有重要

影响。游客的第一感受就是服务，尽管当地的景点再优美，但游客也不一定会愿意再来体验，所以工作

和服务人员是形成旅游景点良好口碑的重点。所以淮安乡村急缺旅游型和管理服务专业人才是现如今面

临的一个重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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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淮安乡村旅游互联网平台建设滞后，宣传力度不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目前正处在短视频的风潮中，产品运营普遍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乡

村旅游要想提高知名度，更是需要传播速度较快、宣传成本较低的互联网的加持，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

知名度，提升自己的品牌效应。淮安乡村目前的互联网建设主要分为服务和宣传两个类型[4]。但相比于

其他的互联网建设平台显得更为滞后和固化。例如淮安乡村旅游很多景点景区没有实现互联网全覆盖，

这对于游客来说，就缺少便捷化的旅游游玩方式。另外，吃、玩、住、行本就是乡村旅游建设的一体化

流程，淮安乡村旅游互联网建设将其分开实施服务，这就给游客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能够适应如今快

节奏、简易、现代化的游客需求。最后，互联网平台建设针对性和特色性不强。例如，公众号的内容时

常发一些和乡村旅游毫不相关的内容，平台运营者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景区维护或者日常的景色上面，

不能脱离其本身。还有些乡村景点虽有自己的宣传网站，但缺少专业人员的定期维护，缺少实用性的功

能，例如购票或者反馈等，久而久之，没有人去关注，无法起到宣传的效果。 

5. 淮安乡村旅游优化对策 

5.1. 完善乡村旅游规划 

下好一盘棋，思路首先要正确。对于淮安乡村旅游规划，应该体现着科学性和准确性。可以接受社

会人士、专家、旅游专业人士、发展规划人士共同商议规划淮安乡村旅游，从而进行科学的规划。找准

淮安乡村旅游的定位，为接下来的乡村旅游建设指明方向。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彰显出淮安乡村

的特色以及独特优势，从而进行合理布局。从淮安乡村的实际出发，建设乡村旅游。 

5.2. 坚持突出重点建设，相互联系和发展 

乡村旅游要突出自身的优势，抓住自身的重点进行发展建设。开发重点，互相支持，共同发展。例

如，铁山寺抓住自身生态休闲度假区的重点进行建设，同时，也要不断发掘自身其他未被发现的优势和

特色，做到多特色、多元化的乡村旅游建设区。金湖县白马湖乡村旅游度假区抓住自身的水上特色风景

区，打造独特的“渔家乐”。盱眙龙虾节和美食节可以多进行联动，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发展，进一步

提高知名度。利用市场资源和地域资源，由点到面，带动其他县区的乡村旅游发展。 

5.3. 推进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是旅游服务的核心之一，而系统的交通道路则是基础设施建设最为重要的环节之

一也是一个地区得以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乡村旅游发展，首先就要改善乡村落后的交通情况，便

捷、顺通的交通能使得游客在节省时间和金钱的情况之下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从而赢得良好的口碑。例

如，在淮安高铁东站和涟水机场设置直达乡村旅游景区的直达大巴，在城市清江浦区、淮阴区等市区重

点公交站台设置直达巴车，让游客不用自己去研究出行路线，出门就可以直接坐车到达乡村旅游景区。

在乡村交通站点设置往返城区的巴车，早晚各有班次，方便游客时间的灵活安排。乡村景区提高停车位

的数量，要预防节假日游客大幅度增多所导致的交通堵塞的情况，满足游客的自驾停车需求。同时，良

好的乡村交通也间接地推动乡村不管是贸易、生活等全方面的发展。除了交通，乡村的环境治理不能停

歇，一个好的乡村面貌是给游客留下的第一印象，加大污水治理力度，加大在乡村景区环境维护上的投

入，乡村的道路、公厕、餐馆、商店定期实施环境检查。现代人出行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持，推进 5G 网

络覆盖和和有线光缆基础工程建设。除此之外，各项基础措施归根到底是为发展所服务的，要和淮安乡

村旅游的整体形象和方向相一致，要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前瞻性、基础性、发展性。后期的基础设施的

升级和改善同样也要符合这几个特性，从而跟上淮安乡村旅游发展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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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明确淮安乡村旅游品牌定位，凸显自身特色 

淮安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想在众多的乡村旅游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明确自身的品牌定位，从而凸

显出自身的特色[5]。淮安具有丰富的人文和历史资源，这恰恰为凸显自身的特色提供了资源基础。例如，

淮安是著名的周恩来的故乡，并且在革命时期，也是重要的城市，可以从红色资源入手去凸显自身的品

牌特色。将红色资源融入到乡村旅游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挖掘红色资源：淮安市地处淮河流域，是革命老区，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找

寻红色资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以及其与当地民俗文化和自然景观的融合，从而挖掘出更多有价值

的红色资源。 
创新乡村旅游产品：根据挖掘出来的红色资源，结合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创新乡村旅游产

品。可以通过设计主题旅游线路、开设红色文化展览和演出、开办农家乐等方式，将红色资源融入到旅

游产品中，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加强宣传推广：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对淮安市的红色资源和乡村旅游产品进行宣传推广。可以通

过各大旅游平台、旅游节庆活动、旅游宣传片等形式，向游客全面展示淮安市独特的红色文化和美丽的

乡村风光。 
引导投资：政府可以采取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引导企业投资淮安市的乡村旅游业。同时，可以通

过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方式，共同投资开发具有红色资源特色的乡村旅游项目。 
加强管理和保护：淮安市的红色资源是历史遗产，需要加强管理和保护。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管理

制度和标准化服务标准，加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管理，防止过度开发和破坏。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大投

入，对红色资源进行修缮和维护。 
总之，将红色资源融入到乡村旅游发展中，是推动淮安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这

需要政府、企业、居民等多方合作，共同推动淮安市乡村旅游的发展，打造更加独具特色和魅力的乡村

旅游目的地。整合众多资源，集中发力，形成完整系统的乡村旅游品牌体系，凸显出自身的特色。 

5.5. 鼓励引进乡村旅游人才，提高旅游的服务水平 

乡村旅游发展离不开专业人员的支持，所以淮安乡村旅游人才匮乏是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淮

安人口老龄化日渐严重，所以要鼓励出去的年轻人回乡建设。抓住年轻人中所具有的归属感观念，以及

家乡如今的快速发展为基础，鼓励年轻人回乡建设。同时，引进外来人员的工作要和鼓励本地人才回流

相结合进行，实行不同地方的人才相汇集，大胆的为淮安乡村旅游的发展出谋划策。对于不同的人才类

型进行系统的分配，让管理型人才、艺术型人才、专业型人才、旅游服务型人才、多元复合型人才、网

络宣传运营人才等分配至合理的岗位，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必要时，政府可

资助资金鼓励外来人才来淮安乡村创业，以此带动更多优秀人才来此发展。除此之外，乡村旅游的服务

水平伴随着乡村旅游人才的落岗也要进一步规范和提高。实施有针对性、系统性的培训活动，提高整体

的素质水平。同时除了景区工作人员，还要从言语、外观、服务甚至是建筑装修上对于商家进行培训，

必要时对于部分乡民也进行培训，以此让游客获得极佳的旅游体验。 

5.6. 鼓励引进乡村旅游人才，提高旅游的服务水平 

互联网的使用能够进一步提高游客们的旅游体验和乡村工作的服务质量，以此带动乡村旅游经济的

发展。淮安乡村旅游可以建设自己专门的网络 APP 或者互联网平台，定期推送景区信息，更是可以推出

景区 VR 服务，让游客在不用出门的情况下就可以了解到景区的大概面貌，极大的提高游客的兴趣。除

此之外，利用抖音、微博以及其他新式媒体作为宣传方式，极大的提高宣传力度。对于乡村旅游产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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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邀请本土的知名人士进行带货直播，提高乡村产品的知名度，间接的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提高游客

们对于景区的认可度和满意度的效果。 
当前处于全国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阶段，找清楚淮安乡村旅游的定位以及正确合理地使用淮安优质

的乡村旅游资源，对淮安当地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也离不开政府的合理规划，以

及淮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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