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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近两年旅游业经营惨淡，但是随着疫情的高峰逐渐过去，旅游行业也在逐渐恢复

生气。在乡村振兴政策的指引下，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凭借自身优势，努力打造富有区域特色的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力图尽快恢复旅游行业活力。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针对栾城区的乡村旅游营销现

状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希望可以对当地的旅游行业恢复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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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tourism business has been bleak in recent two year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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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peak of the epidemic gradually pass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gradually recover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Luancheng District of Hebei Province, relying on 
its own advantages, strives to build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with regional characte-
ristics, and tries to restore the vitality of tourism industry as soon as possible. Under the above 
background,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tourism marketing in Luancheng 
District, trying to find out the problems and putting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hoping to help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r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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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兴起，给农村居民带来了收益，也增加了农村的就业机

会。乡村旅游推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2020 年，全球爆发新冠

肺炎疫情，旅游行业遭受重创。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疫情高峰逐渐过去，但是局部仍有小规模爆发。

在这种背景下，栾城区旅游行业积极自救，并在政府的优惠政策引导下，采取多重途径进行旅游营销，

力图尽快恢复旅游行业活力。但目前，栾城区在乡村旅游营销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旅游产品差异

性不大，营销方法不科学等，亟需改善。 

2. 基本情况介绍 

(一) 疫情下旅游行业发展状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国内游客不足 30 亿人次，这一数据在 2019 年为 60.06 亿人次。国内

旅游人次的断崖式下跌也导致了国内旅游收入的锐减，2019 年国内旅游收入为 5.73 万亿元，2020 年降

至 2.22 万亿元，同比下降 61.1% [1]。时间进入 2021 年，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疫情形势有

所好转，民众对于旅游安全的信心有所提升，旅游相关数据也有了好转。2021 年全年，国内游客数量为

32.5 亿人次，同比上年增长 12.8%，国内旅游收入 2.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 
(二)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栾城旅游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2019 年 8 年间，我国的乡村旅游人数从 7 亿人次增加至 31 亿人次，乡

村旅游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发突出[2]。品牌对于当地的文化宣传起着关键性作用，它就是对外

宣传的一张名片[3]。栾城区旅游发展以擦亮“三张名片”为引领，以调整旅游业结构、优化旅游业布局

为抓手，以工业、文化、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为方向，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大力发展特色旅游，全面打响

旅游品牌。2020 年，栾城区成功举办“三苏祖籍”文化节、草莓采摘节、樱桃音乐节、农民丰收节等系

列活动，建成 3 条精品旅游线路，吸引游客 200 余万人次。各类旅游项目的成功举办，使栾城区在区域

旅游市场已经形成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1) 为提升文化旅游影响力，着力打造“三苏祖籍”品牌。坚持高标准举办“三苏祖籍”文化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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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三苏文旅项目，致力于打造三苏祖籍文化游精品路线。完善苏东坡祖籍纪念馆藏内容，建设三苏历史

文化景区，扶持三苏文化产业发展。 
2) 为提升乡村旅游影响力，着力打造“世外桃园”品牌。贴合乡村振兴战略引导，统筹举办系列农

事节庆活动，扩大区域休闲、田园采摘影响力。着力打造“一轴两线六片区”的农业园区布局。大力推

进农业变产业，园区变景区，按照旅游景区的标准建设农业园区，将采摘园打造成集休闲、采摘、观光

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园。将域内东南部乡村振兴示范区打造成乡村旅游示范区域。 
3) 为提升工业旅游影响力，着力打造“航空新区”品牌。以中航通飞为重点打造航空体验工业游[4]，

借助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的成功举办，积极发展航空旅游项目，开展飞行学习培训、航空节庆等活

动，建设工业旅游综合体。 

3. 栾城区乡村旅游的营销现状 

(一) 传统媒体旅游营销策略 
栾城区利用传统媒体，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等媒体进行旅游宣传，3 月份的草莓节，5 月份的

樱桃节，9 月份的苹果节等等，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参与。以草莓采摘节为例，到 2022 年，栾城

区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20 届，成为栾城区一张响亮的名片，“栾城草莓”也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5]。2021 年 1 月，栾城区人民政府制作的栾城宣传片登录大型门户网站，进一步扩大了宣传的范围。通

过长期高质量地举办各类宣传活动，栾城区已经成为了采摘活动的必备去处，在省会周边乡村旅游市场

上已经形成了很强的品牌影响力。 
(二) “互联网+”旅游营销策略的应用 
互联网加持的新媒体旅游营销助力栾城区旅游在疫情大背景下逆势上涨。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

是一种互动性很强的媒体形式，在传播的过程中，旅游企业可以和潜在的游客近距离的相互交流，旅游

企业就可以根据游客的合理诉求，及时改善、不断提高景区服务水平，获得更高的游客满意度[6]。除此

之外，新媒体营销给了旅游公司直接地参与到营销过程中的机会，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完全依靠专业广告

推广机构，这就使得旅游企业能够更好地收集客户信息，更多地了解市场需求，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销

售策略。栾城区利用新媒体平台本身所特有的优势扩大了宣传深度，拓宽了游客来源。以 2022 年第 20
届栾城草莓采摘节为例，在节庆活动正式开始前，栾城区在微信公众号、西瓜视频等平台提前进行了预

热宣传，而且以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了线上“草莓采摘节”活动，不仅拓宽了网上的销路，还吸引了更

多游客前来，年接待人数达到了 50 万人次。我国“十四五”规划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中国”[7]，在线旅

游相关的 app 就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栾城区也开发了“掌上栾城”app，给广大游客提供了更为便捷

的获取景区信息的途径。 
(三) 4P 旅游营销策略的应用 
当前，栾城区的乡村旅游主要还是采用 4P 营销策略组合进行营销。4P 旅游营销策略指的是产品

(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和宣传促销(Promotion)。 
1) 产品策略。栾城区乡村旅游的核心产品主要依托于当地资源尤其是休闲农业资源，栾城区文旅部

门着力打造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游乐项目，依托“采摘游”、“乡村游”、“踏青游”等系列活

动拉动当地特色农产品销售，帮助农民增收。 
2) 价格策略。栾城区乡村旅游主要的定价策略为低门槛，平价收费。栾城区主要的旅游景点门票价

格一般较低，降低了准入门槛，对潜在游客有较大的吸引力。在农业旅游产品方面，主要依靠产品的高

质量和相对的低价格来吸引客户。 
3) 渠道策略。栾城区的知名特产产品，比如味道府酒，一般采用的的分销渠道都是直接分销和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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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相结合的方式。在间接分销方面，主要选择当地烟酒店设置代理，并且和一些旅行社进行合作，对

产品进行推广和销售。在直接分销方面，一般选择网店或者其他的线上平台，如淘宝旗舰店、“栾城集”

特色农产品销售平台等。 
4) 促销策略。为了扩大需求，吸引更多的潜在游客，栾城区秉承省会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精品城市，

对辖区内景点进行提升改造，比如对原“汉唐风情小镇”进行提升改造的项目，将其打造成古栾水镇商

业街，成为融游、娱、购、文为一体的有品质、有内涵的特色商业街区。除此之外，栾城区修建栾武路

作为栾城区的迎宾大道，在提升可进入性的同时拓展健身休闲文化旅游功能，提高游客的幸福指数。 

4. 栾城区乡村旅游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 特色不突出，产品开发深度、广度不足 
栾城区乃至整个河北省的乡村旅游相对来说起步较晚，在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上也只是模仿其他起

步较早的省市的成功案例，缺乏更多的创新，大部分还都是传统的农业采摘、节庆赏花、特色小镇等旅

游模式。 
在旅游特色产品开发方面，栾城区也还停留在农产品销售和文化古迹参观游览这两类基础的旅游产

品上，其他更具深度的旅游附加产品开发程度很低。旅游产品组合单一，延伸产品开发不足，二次消费

的消费者数量减少，游客和景区之间黏性比较低。 
作为乡村旅游主要内容的农业旅游，自身的季节性属性明显。栾城区在农事节庆空档之间的旅游产

品填充不足，虽然有意识地计划要打造跨行业跨产业的旅游综合区，但是整体进程还处在起步阶段。而

且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品牌打造计划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以“一轴两线六片区”之一的栾城天山

农业公园为例，在 2020 年疫情影响经济形势整体下滑的大背景下，开发企业资金不足，园区建设被迫

中止。 
(二) 旅游产品层次定位不清晰 
随着我国居民老龄化程度加深，目前乡村旅游的主力消费人群平均年龄较高，离退休人员占了很大

比例。从客源地和出游方式来看，现在栾城区乡村旅游的主要参与者都来自省会石家庄或者周边其他乡

镇，这些游客主要是在周末或者节日小长假期间，驱车进行短途游览，出行时间通常为 1~2 小时。这些

游客一般都是自驾出游，行程安排也不需要旅行社等中介结构介入。在旅游目的地，这些自驾游旅客主

要参与的就是最简单的农家乐，也就是采摘和品尝当地美食。由于出游距离有限，通常都不需要在旅游

目的地住宿，这也导致栾城区住、娱方面开发程度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 
(三) 乡村旅游营销渠道受限 
栾城区的旅游营销渠道相对来说比较传统，宣传部门对于新媒体和融媒体的新型营销渠道认识不充

分，大多时间都是仅仅依靠政府相关部门每年固定的旅游推广活动进行宣传，虽然栾城区已经开始开拓

新媒体的营销渠道，但是成效并不显著。除了宣传部门，乡村旅游的经营主体对于新型营销渠道的认识

也不足，大部分旅游经营者还是在等着客人自己上门，也不太熟悉现在的新型信息传播平台比如微博、

抖音等。从网络上关于栾城区乡村旅游的搜索结果来看，除了省市级别的门户网站以及栾城区自有的微

信公众号，“两微一抖”中的另外两个平台上都没有明显的营销宣传，b 站和快手这类视频平台上相关

信息也不丰富。当今这种信息爆炸的年代，这样的宣传渠道和推广力度明显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 
(四) 乡村旅游促销手段过于单一 
现在栾城区的主要促销手段还是依靠人员推销和政府宣传。人员推销方面，主要参与者都是农户，

平均文化水平较低，对于如何满足游客需求，如何增加客户黏性，如何提升自身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都

不太了解，更不会有意愿在广告推广上花钱或者花力气。农户对于新媒体营销方式的了解也仅限于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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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平台如抖音和快手，对于如何利用平台更好包装营销自己的产品无从下手。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经营

者总是依赖于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自主营销意识比较薄弱，或者可以说根本不懂营销，只是机械地完

成上门的销售任务，对于维护客户关系、增强客户体验没有认识，自然也就很难获得固定客源。 

5. 栾城区乡村旅游营销策略的建议 

(一) 围绕景区开展营销，突出特色 
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不能仅限于游，还要跟吃、住、购、娱结合在一起，并在整个过程中尽可能突

出自己的特色，体现差异化。针对不同的景区，还应该根据景区的核心定位灵活调整营销方针。以栾城

国家农业公园项目为例，在周边的农业园区大部分以节庆采摘为主的前提下，栾城国家农业公园项目的

核心定位应该是公园而不是农业，应该力求让游客在观光的过程中感受到农业的元素，并且最好能有合

理的动线安排让游客可以有机会亲身体验农业的生产与农村生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把游、吃、娱、

购统筹安排，力求提高游客的消费体验，以口碑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 
除了景区本身的差异化营销，还可以考虑依托历史和文化对旅游产品进行组合优化，栾城的“三苏

祖籍”就是很好的切入点。在组合营销中，可以将农业园区的观光和采摘，与历史古迹的文化底蕴进行

有机结合，“游”在农业园，“吃”在古迹旁，最大限度地挖掘附加价值。与此同时，还应该注重景区

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塑造成功的乡村旅游品牌。 
(二) 提升服务，灵活调整定价策略 
从乡村旅游的主要消费者年龄构成来看，大部分游客对于乡村旅游产品的价格变化都不会特别敏感，

如果有足够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体验可以选择，他们也愿意支付比较高的价格。如果开发出的景区有足够

的差异化优势，并且开发出了足够的高质量的旅游服务产品，那么一定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游客前来消费。

景区可以在这些服务项目上不断巩固品牌优势，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消费者的体验感受，高端的旅游体

验又可以为景区带来更广的游客来源，这样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既提升了收入，又塑造了品牌，这也

符合景区可持续发展的规律。 
根据上述分析，当地旅游产品定位和定价都应该更加灵活，注重提升游客短期的消费感知。但是在

调整定价时也应注意不能脱离实际，要以游客体验为核心灵活调整。栾城区可以由政府牵头，借助大数

据工具对游客体验和反馈进行分析，在数据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调整定价策略，通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中高端品牌迈进。 
(三) 综合利用多方营销渠道 
传统的营销渠道具有传播范围广，涵盖内容丰富的优点，而新媒体的营销具有强体验强感知的优点，

二者是互补关系[8]。栾城区可以继续利用电台广播、电视广告、新闻报道等传统媒体的优势扩大宣传范

围，还可以由政府管理部门牵头定期举办农产品展销会活动，把品牌推向省外。对于周边游客，可以由

管理部门主导建立官方宣传平台，让广大有过亲身经历的游客互相交流，不光有助于扩大口碑营销，还

可以搜集游客体验信息进行分析以提高游客在景区的体验感受。对于省外用户，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

精准投放广告，让对乡村旅游有兴趣的潜在游客更多的接触到景区的相关信息，扩大人群的覆盖范围，

形成立体曝光。最后，省内和省外，线下和线上相互结合共同打通乡村旅游宣传的梗阻点，实现营销渠

道优化。 
(四) 创新乡村旅游促销模式 
栾城区乡村旅游可以从创新角度进行促销推广，比如可以将乡村旅游的“悠闲”和城市生活的“忙碌”

作对比，契合游客选择乡村旅游的心理动因，同时在景区的活动和安排上突出缓解城市生活压力，体验闲

适乡野生活的特点。对于离退休游客，可以着重宣传景区的历史文化底蕴，乡村的恬静自然氛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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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的消费动机，所采用的促销方式也要有所不同。针对年轻群体，可以通过时下

流行的信息传播平台，比如微信、小红书和微博，进行营销信息精准推送。在电商平台的网络促销活动

中，也可以售卖旅游产品，或者找当红的带货主播进行直播带货，依靠主播的高人气实现促销规模的扩

大。对于中老年群体，可以通过传统媒体来传播文化信息，通过文艺性广告或者历史类纪录片来提升中

老年群体的出游和消费欲望。乡村旅游的营销方式随着时代变化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其核心始终不变，

那就是以潜在游客的诉求为出发点，不断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价值感。 
(五) 旅游景区与政府紧密合作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乡村旅游需要政府的大力帮扶。旅游景区应该积极寻找与政府合作的其他途

径，让政府发挥指导作用，在出台支持政策的前提下，提供实际的资金支持，比如政府发放的旅游门票

或者优惠券。景区还可以借助政府的权威地位，依靠政府进行更广范围的旅游宣传，依靠政府提供融资

平台，缓解运营压力。政府的推动能力在当前疫情背景下需要合理发挥，才能缓解旅游行业整体的压力。 

6. 结语 

通过以上对于石家庄栾城区乡村旅游营销的现状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单纯

依靠政策优惠已经不足以缓解经营压力，景区必须在营销方式上进行改变，探索出适合自身的销售模式。

政府需要发挥指引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对景区后续的发展提供帮助，以缓解疫情的影响。

希望本文所提出的对策可以对于栾城区乃至于整个河北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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