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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旅游是依托农村旅游资源带动旅游产业发展、服务城市居民、提高城乡生活质量、促进乡村地区社

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助推器。呼和浩特市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多元的文化特征，具有

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本文以“快进慢游”理论为研究起点，选取呼和浩特市乡村为案例地，对乡

村旅游提质增效的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呼和浩特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有着发

展旅游产业的良好基础；但当前，呼和浩特的乡村旅游发展既面临着机遇也面对着挑战，传统单一的乡

村旅游方式难以满足大众需求，存在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市场吸引力，相关配套设施欠缺等问题。

因而，将“快进慢游”理念融入呼和浩特的乡村旅游发展，以空间为切入点，从快入空间、慢居空间、

慢娱空间、慢商空间等方面展开诠释，提出创建高效网络，还原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空间和打造属地品

牌4个策略，形成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以期为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治理格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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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a booster that relies on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serve urban resid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Because of its unique geo-
graphical location,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iver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ohhot has 
the resource advantage of developing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ast-forward and 
slow-travel”, this paper takes the rural areas of Hohhot as a case to study the path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rural tour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Hohhot has a good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tourism industry because of its rich tourism resources and broad market space. How-
ever,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Hohhot is facing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
lenges. The traditional single rural tourism mode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serious homogenization of tourism products, lack of market ap-
peal and lack of related supporting facilities.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fast-forward and slow-travel” 
is integrated into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ohhot, and it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aspects 
of fast-entry space, slow-living space, slow-entertainment space and slow-business space, and four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to create an efficient network, restore natural ecology, protect cultural 
space and build local brands, thus forming a benign interaction of rural tourism,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pat-
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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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和生活富裕为目标，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2020 年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

551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在此之后，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了主旋

律，更成为了未来发展迫切的历史任务。中央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了具体部署，对乡村发展

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

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1]这一重要论述表明乡村振兴战略

是促进农民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强力助推剂。因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只有农村实现富强、

农民实现富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真正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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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作为当前政策的关注点，发展旅游业已成为一条实现乡村振兴的快速通道。其所承载着的

乡土文化、乡土基因和乡土情怀是发展旅游的宝贵财富。尤其在当前全球化与城镇化的浪潮下，改变旅

游方式与治理理念，不仅有助于推动乡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乡村空间品质的提升，而且也能带动乡村

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真正实现从二元城乡社会经济结构走向一元。对于相关地区而言，它具有带

动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社会进步等潜力；对于游客来说，乡村旅游则能满足其对农耕活动、

传统文化、康疗养生、趣味休闲等不同形式的旅游体验。因此，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

得到长足发展，已成为旅游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产业部门。 

2. “快进慢游”与呼和浩特市旅游资源梳理 

2.1. “快进慢游”的概念 

乡村旅游是以农村旅游资源为依托，以带动产业发展、服务居民、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为目标，乡村性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乡村旅游业态最早出现在欧洲，至今已形成 100 多年

的历史研究经验。从研究议题来看，主要包括乡村旅游概念性梳理、居民认知与态度、游客行为特征，

发展模式探析、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资本、文化原真性等方面，研究方法呈现出定性与定量研究交叉

发展趋势。Brohman 研究发现，乡村性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Li 等调查了在地居民对发展乡

村旅游的态度，研究表明人们大多支持并愿意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建设之中[3]。除此之外，国外研究还

关注到了在地居民态度、乡村旅游地发展、宏微观影响因素、游客行为特征和旅游市场细分等主题，研

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相比较而言，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主题聚焦于概念辨析、人地关系

演变、发展机制、游客行为、利益相关者、乡村开发与保护等。如杨旭[4]、何景明等[5]、卢小丽等[6]
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再结合本国国情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做了界定。之后，学者们逐渐引入更丰富

的理论模型，探索乡村旅游中旅游者的行为意向。葛学峰等采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 MNL 模型，以大连

乡村旅游消费者为例，分析个人特征和行为特征对某类旅游产品偏好的影响[7]；张圆刚等基于计划行为

理论(TPB)和自我调节理论(TSR)，将安徽省黄山市、浙江省杭州市和湖州市作为研究区，深入探讨乡村

旅游地旅游者行为意向的差异[8]。缘于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与政策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近几年来对“乡

村振兴”、“精准扶贫”的研究成为了主旋律。如刘春腊等以湘西传统村落为例，构建了文化景观保护

性补偿模型，丰富了实证研究成果[9]。李实等深度分析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同目标，乡村振兴战略面

临着城乡要素市场壁垒、落后的农村生产配套条件等一系列挑战和问题，从政策、公共服务保障等方面

提出了解决建议[10]。孟明浩等以浙江省指南村为案例地，从“他者”旅游者的视角研究游客忠诚度的影

响机制，并从理念、感知和运营三个层次，提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P-P-O 模式，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1]。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乡村旅游也存在乡村性遭到破坏、游

客驻留时间短等问题，特别是由于旅游观念的转变，传统的旅游方式已不能满足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需

要，而“快进慢游”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提升乡村旅游的“质”与“量”。慢旅游的

概念最早起源于 19 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为抵制快餐文化的“慢食活动”，其核心理念在于深度体验、缓

慢节奏和文化沉浸，放大了游览过程中的意义细节，鼓励游客在陌生的旅游环境中保持日常的生活方式。

而“快进”则是要提高景区的可进入性和通达性，只有将“快进”和“慢游”结合起来，才能让游客更

深入地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但目前国内外关于“慢”旅游的研究较少，国内更为薄弱，关注点都放在

理论框架构建、目的地建设、旅游慢行系统建设、慢旅游模式构建、影响因素等方面。 
综上所述，“快进慢游”是当前大众旅游时代游客的普遍需求，完善的综合性旅游交通系统，慢生

活理念的追求，与乡村旅游所遵循的以人为本的观念高度契合。其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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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而且对于品牌形象的树立，营销策略的制定都至关重要。因此，“快进慢游”理念为乡村旅游持

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模式。 

2.2. 呼和浩特市旅游资源梳理 

呼和浩特位于内蒙古黄河几字弯区域，地处土默川平原，北靠阴山，南临黄河，是呼包鄂银城市群

的核心城市，是联接黄河经济带、亚欧大陆桥、环渤海经济区域的重要桥梁。其不仅有 400 多年悠久的

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更是内蒙古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被誉为“中国乳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形成了呼和浩特独特的农业经济。呼和浩特全域面积 1.72 万平方公里，下辖 4 个区、4 个县、1 个

旗，四区位于呼市市中心，分别为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和玉泉区；四县即武川县、和林格尔县、托

克托县和清水河县，一旗是土默特左旗。区域内空间广阔，旅游资源富集，根据现有的资源，按照“红、

黄、绿、蓝”感官印象，划分为红色旅游资源、乡村旅游资源、草原旅游资源和水资源四大类。整体而

言，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良好的资源基础和经济基础。 

2.2.1. 红——红色旅游资源 
民族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征程中总结的，更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红色旅游就是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精神文化融入到自然景观中，把革命传统教育

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古的首府城市，有着光

荣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勇敢拼搏的进取精神贯穿了革命、建设和改革

开放的各个时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少数民族共产党员干部、民族英雄和时代楷模，如民族英雄乌兰夫、

高凤英等，与此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遗迹，例如乌兰夫纪念馆、乌兰夫故居、大青山抗日游

击根据地展馆、老牛坡红色文化旅游区、多松年烈士纪念馆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为发展红色旅游提

供了资源优势，在国家重点打造的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中，呼和浩特市入选 3 个。因此，我们在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也要不断增强红色旅游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提高游客的沉浸体验感，

让游客们在红色旅游中陶冶情操，自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做好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接班人。 

2.2.2. 黄——乡村旅游资源 
呼和浩特不仅是红色革命历史老区，而且也拥有丰富的乡土文化，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组织开

展的全国传统村落摸底调查中，截至 2021 年 7 月，内蒙古共有 46 个村落入选住建部传统村落名单，其

中呼和浩特入选 6 个，占比 13%。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习俗在农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形

成了大青山山脉独具代表性的民族地方乡土风情。多彩多姿的民间文艺和玩俗、历史悠久的手工艺和传

说故事，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元素。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

改变。大青山北麓，传统的牧区已由第一产业向旅游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转变发展；大青山南部的土

默川平原地区，已从过去传统粮食生产为主逐渐调整为粮食、蔬菜、瓜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共同种植；

东南部的和林格尔县，蒙牛集团带动了周边养殖业的发展；黄河之滨的托克托县和清水河县，渔业和水

果采摘发展迅速，成为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呼和浩特市在总体上已经形成了农业与畜牧业、田

园与牧场、渔村与果园交错分布的格局，并与周边旅游景区、乡村形成互补的旅游资源密集带。 

2.2.3. 绿——草原旅游资源 
呼和浩特结合区域特色和优质资源，推出了“美丽青城草原都市”的文化旅游品牌，以区域内草原

资源为依托，加大对周边景点、乡村采摘等宣传力度，推动周边游、乡村游、红色游、研学游、自驾游

等发展。因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其发展的资源基础，全域内有两处较好的草原生态资源：一处是位于

大青山南坡的呼和塔拉城市草原，天然牧草占地 10,389 亩，被誉为“青城后花园”。它也是呼和浩特市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6387


谭慕华，秦兆祥 
 

 

DOI: 10.12677/ass.2023.126387 2837 社会科学前沿 
 

打造 150 平方公里，投资 145 亿元的大青山前坡生态休闲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处则是位于大青

山北坡的淖尔梁湿地草原，方圆约 60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面积约 38 平方公里，是阴山山脉最大的并

且保存唯一完好的高山湿地草原。清新的空气，优美的自然环境为呼市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良好基础。 

2.2.4. 蓝——水资源 
村落选址一般都是“临水而居”，呼和浩特也是如此。黄河流经内蒙古 7 盟市，呈“几”字形地理

单元，形成黄河“几字弯”区域。其中，呼和浩特占黄河内蒙古段流程的 12.15%，自托县双河镇什四份

村进入，从清水河县老牛湾镇营盘峁村出境，全市除北部武川县 0.16 万平方公里在内陆河流域，其余均

在黄河流域范围，面积为 1.56 万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 90.4%，占自治区黄河流域面积 10.26% [12]。
黄河流域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古迹、地质景观荟萃；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草原文化等资源

富集，是黄河中上游文化的集中展示区域，具有发展乡村旅游浓厚的文化底蕴。 

3. 呼和浩特市乡村旅游规划及问题分析 

3.1. 呼和浩特市乡村旅游规划 

随着全域旅游和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呼和浩特市政府相继编制和出台了《呼和浩特市农家乐

旅游业发展规划(2003~2020 年)》，呼和浩特市旅游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从制度层面保障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同时，

也为乡村向“快进慢游”理念转变提供了发展机遇。 
同时，乡村的地域性聚落景观、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性乡风习俗使得乡村旅游在满足观光游览

的同时兼具体验乡村田园生活，感受异质乡土文化的功能。为避免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因盲目建设出现

的景观破坏、建设混乱、外来文化入侵和观念转变等问题，应从乡村旅游地的地脉和文脉出发，本着生

态治理、文化保护、可持续利用的指导方针，来开展实际的乡村旅游规划，切实解决当地居民的困惑问

题。 
慢是乡村田园生活的重要特征，但随着旅游人数的逐年增多势必会冲击当地居民的原有生活，资源

和利益的分配差异是乡村旅游和谐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乡村居民的响应与配合是实现慢生活理

念和谐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慢生活的呼和浩特乡村旅游规划，不仅要改善乡村生活环境，遵循乡村

自身发展规律，而且也要注意保留乡村风貌，合理改造古民居及老宅院落，留住田园乡愁。同时，需要

协调好政府、投资方、居民、游客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尽可能保留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异质性和聚

落景观、民俗文化的原真性，使得乡村旅游开发不完全被市场化所左右，在慢行、慢游的轻松氛围下共

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3.2. 呼和浩特市乡村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 

3.2.1. 旅游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改善 
近年来，随着呼和浩特市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景区内部、周边酒店、交通等与旅游配套的服务设

施也逐渐完善，并且在建设过程中，一些原本年久失修的古村落和古建筑也得到了修葺和维护。但也存

在诸多细节问题。乡村是游客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生活的向往，通过考察可以了解到，

多数游客在游览村落过程中仍然能感受到与成熟景区之间的差别和不同。比如有的游客反映有些乡村风

景秀丽、景色宜人，但是位置距离市中心较偏远，必须经过仔细寻找或者询问才能找到，而且在乡村游

览过程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指示牌和导览图，一些景点只能靠询问村民才能知晓。而且，村中没有公共厕

所，即便是有卫生也较差。此外，乡路也有待于改善，道路上除了旅游大巴还有很多运送渣土、煤矿、

拉货的大卡车，危险系数较高，且道路狭窄，没有专门供旅游车通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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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生态环境治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而且也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大部分游客之所以选择乡村旅游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可以远离城市的喧闹与雾霾，感受乡野的静谧与清新。但随着乡村游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农

村空气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尤其到旅游旺季时，各个乡村旅游点周围会聚集很多车辆，废弃排放物如一

氧化氮等物质含量会明显上升，严重影响乡村空气质量。同时，兴盛的农家乐会为游客准备篝火晚会、

露天烧烤等活动，产生的各种残留垃圾都会导致空气污染。另一方面，一些利益相关者只顾追求经济效

益而忽视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存在废弃资源处理不当的问题，例如，游客在观赏风景时有随意丢弃垃

圾的现象，而村内配备的环保人员不足，导致后期清运与处理工作协调不上，存在严重的垃圾污染环境

问题。糟糕的环境卫生不仅降低了乡村整体的整洁度，而且也给游客留下了脏、乱、差的印象。加之，

呼和浩特属于典型的蒙古高原大陆性气候，降水少、风沙大、土质疏松且地表植被覆盖率较低，这就需

要旅游者、居民等各方共同努力减少人为破坏，努力保护好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草原资源，共同做环境

守护者，让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大地常绿，奋力书写美丽首府新篇章。 

3.2.3. 品牌知名度不够且附加值低 
除了以上阻碍呼和浩特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知名度不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发

现，乡村旅游的游客还是以本市、本省游客为主，省外游客较少。以老牛湾为例，很多跟团来旅游的游

客直言他们来之前只知道山西老牛湾并不知道呼和浩特老牛湾，他们是到呼市之后经旅行社或当地居民

推荐才知晓。而且，也有少部分的游客是由本地朋友推荐才到这里来的，自己实际并不了解。同时，乡

村内部没有可供购买旅游产品的纪念品商店，且种类较少，很多游客表示在这旅游想花钱都花不出去，

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买的，没有当地土特产及富有新意的文创产品，少量的商铺所销售的商品在全国其

他任何地方同样可以购买到，同质化较高，对游客吸引力较低。因而，呼和浩特乡村旅游的收入最重要

的来源依旧是景点、小交通等“门票收入”，旅游产品种类相对单一且附加值较低。 

4. 呼和浩特市乡村旅游“快进慢游”空间营造分析 

4.1. 交往之脉——快入空间 

随着国家交通技术与水平的提升，呼和浩特的交通越来越便捷，逐渐形成了绿色、高效的立体交通

网络，外部大环境可进入性强。与此同时，呼和浩特也着力完善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网络，提升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水平。随着“村村通”战略工程的实施，城乡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接下来应重点建立与各个景区之间的快速通道，提高景点之间的连接效率，使各个景点可以抱团发展，

产生规模效应。同时，还要不断提升和完善机场、高铁等站点的游客中心、购物中心、医疗保障等配套

硬件设施，力求为游客提供更加完善便捷的服务。让游客能够第一时间搭乘旅游巴士、长途客运等交通

工具，提高交通的运输能力。此外，也要大力推进数字旅游、智慧旅游发展，整合线上线下平台，例如，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建网站等方式，完成景区订票、讲解、信息传递的数字化；帮助呼和浩特市旅

游客栈、旅游民宿、农家乐等旅游经营者借助携程、飞猪等 OTA 平台完善快速网络订票、在线答疑等服

务，更新运营模式，打开对外交流市场；完善旅游政府网站的宣传、窗口等职能，充分利用各级旅游主

管部门建立的旅游政府网站，实现信息实时更新和快速有效的应用。因而，无论是外部大交通还是区域

小交通，都应为游客建立好快入空间。 

4.2. 宜居之所——慢居空间 

在乡村地区，居住空间与餐饮空间往往是共同存在的。乡村不同于城市，不可能大兴土木，建设高

星级酒店。巨大的居住需求与难以满足现实条件的制约产生了一种新的业态形式——民宿。乡村作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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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目的地，游客住下来，步伐才能慢下来。乡村地区大多数的民宿都属于自建房，一般是不超过 3 层的

平房或者小楼房，与城市的高楼大厦成为鲜明的对比，营造出了“炊烟袅袅，风景如画”的意境。与此

同时，城市高强压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压缩了人们享受美食的时间，尤其是随着外卖行业的兴起，各种快

餐文化、轻食文化侵袭着人的生活。而乡村的餐饮空间能够更加亲近自然，开阔的视线，清新的空气，

放松的环境能够激起人们对于乡村美食的热情，唤醒人们对于食用健康、绿色食物的向往。因此，慢居

空间应是居住与餐饮混合共生的空间。 

4.3. 活力之源——慢娱空间 

慢娱空间是旅游者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一般是吸引游客前来旅游的主要动因，是乡村慢旅游

空间营造的活力之源。其中文化活动不仅能够提升空间的品质，而且能满足人们对于高雅生活的追求，

吸引学生群体以及中高端人士、满足知识分子对于“耕读”等乡土情结的诉求，是快节奏生活下的一种

哲学思考与精神享受。其中，包括娱乐设施、娱乐项目、文化场所、文体娱乐等。呼和浩特乡村资源丰

富，民风淳朴，可以利用娱乐活动新奇、独特、丰富的特点，设计真人 CS，户外烧烤、研学考察等项目，

丰富乡村慢旅游空间的内容，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时，也可以将村民日常生活精神的内涵注入到文

化空间中，通过建造图书馆、公益艺术馆、博物体验馆、广告等文化创意项目，拉进游客与村民的距离，

真正让游客融入到乡村生活之中，做一天真正的“乡村人”。此外，还可以将呼和浩特地区非遗文化融

入到节庆活动中，如托克托县“二人台”艺术、武川县的“爬山调”和和林格尔县的剪纸艺术等。最后，

依托现有的节庆活动，“瓜果蔬菜采摘节”、“垂钓节”、“黄河文化旅游节”、“大杏、甜李农家乐

采摘节”等，逐渐扩大影响力。通过特有的文化活动促进人与人、人与空间的紧密互动，使乡村空间充

满活力。 

4.4. 产业之基——慢商空间 

开展乡村慢旅游，一定要体现乡村的地域文化与独特性，这种特异性的存在能持续性地吸引游客，

这是一个乡村区别于另一个乡村的关键。如果商业发展出现问题，就是失去了特异性，一旦失去乡村慢

旅游空间的特异性，无论商业的规模和密度有多大，都很难吸引住游客。反言之，基于乡村特异性基础

来培植商业不仅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形成良好的商业氛围与活力。由于商业空间的营造对于乡

村慢旅游空间的整体设计至关重要，因此，商业空间也是乡村产业之基。随着“乡村热”掀起，“农家

乐经济”或者“民宿经济”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借此契机下，呼和浩特市应依托土地资源、生产资源、

景观资源、文化资源等，在游客参与性、体验性上大做文章，将“乐”与“农”、“学”与“乐”紧密

相连，将乡村的自然风光、农村生活体验、趣味劳动、文娱节目、文化底蕴相结合，形成独具区域特色

的“农家乐经济”。这样才能真正使旅游业与“三农”有机结合，盘活农民的闲置资产，带动相关产业

的联动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因而，商业空间作为衔接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重要环节，

其作用至关重要，是产业的根基所在。 

5. 促进呼和浩特市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策略 

5.1. 完善交通系统，创建高效网络 

各交通节点之间的“衔接”及完备的体系，考量着一个城市的旅游交通供给能力。构建呼和浩特市

目标旅游客源地的“快进”旅游交通新体系可从外部大交通和内部小交通两个方面来考量，具体分为四

个方面：其一，完善城市航空、铁路、公路等陆路交通体系，提高城市外部可进入性；其二，设计旅游

观光线路，利用公交或观光车将市内旅游景点进行有机串联，同时建立城市重要节点间的快速通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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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通火车站、机场等客源集散地与景区间的旅游专线，增设大巴登车点；其四，利用互联网、云计

算等数据平台，推动智慧旅游建设，如可以搭建旅游信息监测数据平台，通过对各景点以及重要旅行线

路的监测，实现信息动态共享，并在公共媒体等平台实时播报，让游客可随时根据景点、道路交通等情

况对计划作出及时调整。构建呼和浩特市内外部各交通节点之间“无缝对接”的旅游交通体系，不仅使

游客能够便捷地出入呼市全域和各景区，而且有利于城市高效、绿色交通网络系统的建立。 

5.2. 强化环境治理，还原自然生态 

呼和浩特因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和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先天优势。优美的自

然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本体资源，旅游者对乡村自然生态的印象是“清澈、鲜活”的，是充满了生机

与活力，是净化心灵的世外桃源，与城市“浑浊、压力”形成了强烈对比。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导致

乡村自然生态恶化，游客体验受损，已成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13]。因而，加强乡村场

域内部环境治理，还原自然生态，乡村地域独特景观风貌，不仅有助于构建乡村古朴淡雅的景观意象，

还能强化游客环境保护意识，真正做到环境的保护人。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实现乡村慢旅游的

题中之义。 

5.3. 保护文化空间，营造场所精神 

人类学研究将文化空间视为既包括物化环境，又包括借助物化环境而存在的非物化形式的文化遗产

[14]。乡村文化空间主要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构成，具体包括民居建筑、街区风貌、民俗文化等，是

特定历史时期的原貌再现。保护好乡土文化空间，尤其是保护好民居建筑、民俗文化、传统技艺的原真

性，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当空间被人为活动赋予特性时就演变为场所，场所具备的特有气

质被称为场所精神[15]。场所精神是场所与场所之间的区别所在，可通过开展旅游演艺再现乡村地方传统

习俗，营造已消失的场所精神，通过游客文化沉浸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5.4. 开发地方商品，打造属地品牌 

地方特色依赖于商品原料、生产工艺、消费习俗的地域自然和文化差异，是旅游商品本质特征和品

牌建设的核心内容[16]。由地域自然和文化差异造就的品牌被称为旅游商品属地品牌(Territorial Brand) 
[17]，是地方品牌、区域品牌的子集，与商品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地域价值、历史沉淀、文化传承，以及消

费氛围直接相关。但实际情况是“千篇一律”的店铺形象和旅游商品，与旅游者期待的具有独特文化内

涵的文创产品严重背离。因此，呼和浩特市应依托区域独具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和乡土文化，开发具

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打造旅游商品的属地品牌，是健全乡村旅游供给侧、强化地域旅游形象和提升

游客体验的有效途径。 
“快进慢游”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既符合潮流趋势也满足游客需求，其倡导的健康出

行方式和缓慢的游览节奏，不仅可以有效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而且也有助于获得轻松愉悦的旅游体验。

乡村地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底蕴为游客实现沉浸式旅游体验和文化教育提供了可能，“快进慢游”

理念为乡村优化开发模式，改善规划布局和重塑旅游形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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