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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社区旅游地作为都市周边短期旅游的首选区域，在后疫情期，仍面临着乡村社区的旅游需求与疫情

传播的矛盾与挑战，疫情向乡村区域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在乡村社区旅游地全方位防范难度大且乡村

社区旅游游客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建议密切社区人员流动信息的精准跟踪、强化乡村社区疫情环境监控、

把控乡村社区旅游业态环境卫生、完善乡村社区疫情预报信息、搭建乡村社区疫情隔断系统等防疫机制，

是乡村社区旅游地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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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irst choice of short-term tourism around the city, rural community tourism destination still 
faces the contradiction and challenge between the tourism demand of rural communit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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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of the epidemic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 The risk of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to rural 
areas still exists. In the case of the difficulty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of rural community 
tourism destin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rural community tourists, it is suggested that 
close tracking of the flow of community personnel information, strengthening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controlling the environmental health 
of rural community tourism formats, improving the epidemic forecast information in rural com-
munities, building the epidemic isolation system 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other epidemic pre-
vention mechanisms are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y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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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社区不仅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也是都市居民回归自然、放松身心、乡村体验的

休闲旅游目的地，但同时还是各类病毒疫情传播的重要场所。事实表明，病毒疫情的快速传播具有典型

的旅游地学输入性特征，即通过旅游流的近距离接触、飞沫、呼吸等方式，形成人传物、物传人以及人

传人的重要扩散途径[1] [2]。目前我国新冠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社会的生

产生活已经全面恢复，同时，新冠疫苗接种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居民户外休闲旅游需求势必得到极大的

释放，而都市周边的广大乡村旅游社区无疑是乡村休闲旅游的首选。 
因此，在后疫情期，充分认清乡村社区的旅游需求与疫情传播的矛盾与挑战，毫不松懈地强化乡村

社区旅游地的疫情防控体系，对阻断和隔离因各类旅行活动引发的病毒疫情蔓延与传播、确保乡村社区

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后疫情期乡村社区旅游地疫情防控面临的挑战 

2.1. 新冠疫情向乡村区域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 

当前，我国新冠疫情虽然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欧美、印度等疫情还未得到有效控制，且新冠

肺炎变异毒株的不断传播扩散，从而导致境外输入性病例的危机开始增大，特别是近期仍有从国外入境、

回国的案例发生，无疑给新冠疫情后期的有效防范带来了巨大挑战。 
由于新冠病毒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因此，对于广大乡村而言，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一是随着城市化

进程步伐的加快，广大乡村社区的劳动力流向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呈不断增长趋势，诸如北京、上海、

广州、武汉、成都等，已成为河北农村务工人员主要流向地，随着各地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势必呈现

务工人员由乡村向城市流动规模的持续性增长，为疫情后期的防范监测带来考验；二是广大乡村社区不

仅是乡村人口聚集地，也是各类牲畜、家禽、鱼塘等动物饲养地，新冠疫情一旦扩散蔓延到乡村社区，

危及的不仅是人的生命安全，也同样危及到各类动物安全，由此加剧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三是随

着城乡商贸、物流、旅游流互动的不断加快，城乡交流日益频繁，城乡间的人员流动成为常态，这也为

疫情后期的防范与调控，带来巨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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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乡村社区旅游地全方位防范难度大 

我国地域辽阔，乡村社区分布广、面积大，且大多地处中心城市的外围地带，地理位置偏远，交通

不便，基础设施相对中心城市较差，乡道、村道、省道是乡村区域的基本交通干线。近年来，随着旅游

扶贫开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进，大量乡村社区的人居环境、道路设施、聚落环境得到了优化，但

针对疫情防治而言，仍存在诸多难题，如环境卫生硬件不足、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差、人口居住分

散、社区出入通道多，等等，由此给广大乡村社区旅游地的新冠疫情防控增加了难度，一是防控布局的

空间节点多、分散性大，二是排查的任务重、获取可靠信息的途径少，三是乡村社区地域空间大、人口

流动性强、管理难度大。 

2.3. 乡村社区旅游地已成都市居民休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我国乡村社区拥有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已成为省内都市居民日常乡村生态、民俗赏析的重

要目的地。随着疫情高峰的过去，城市居民户外休闲旅游的需求动机会随之增大。这无疑给广大乡村社

区旅游地的疫情防控，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众所周知，在各类旅游活动中，旅游者是构成旅游业最为

基本的要素，旅游者实现旅游目的的各个环节，均依赖于旅游行业的有效运转，如吃、住、行、游、购、

娱等活动，而这一系列活动，无不体现出旅游者广泛性、复杂性和流动性。这一特点恰恰能为新冠疫情

提供了扩散、传播和蔓延的条件，从而使得旅游活动成为新冠疫情向乡村扩散的重要途径。 

3. 乡村社区旅游地疫情防控的策略机制 

3.1. 密切社区人员流动信息的精准跟踪 

一是社区人员流动监测。从已确定的新冠病例和大量的疑似病例患者分析，均是通过异地流动返乡

而传染上的。因此，建立社区人员信息跟踪十分必要；二是社区内的家庭成员、邻里活动，特别是社区

各项集体性活动，进行有效调控。对此，应通过有效的摸排调查加以有效管理，如对返乡者的来源地、

经停地到返乡地间的各个环节实施信息跟踪，对社区内常规性的娱乐性聚集及节事活动等，建立严格的

登记、备案，并及时上报汇总，从而使社区内部的人员状况，建立在动态、有序、知情基础上。 

3.2. 强化乡村社区疫情环境监控 

即重点针对乡村社区疫情环境的监测，如设立社区疫情防护中心，配备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配备必要的医疗设施和设备。一方面针对社区村民的疫情监测，乡村社区居民相较于城市社区居民，对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意识稍显薄弱，且对于可能出现的疑似症状重视程度不高，可能会造成误诊，造

成疫情蔓延，所以应加强对于社区居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普及，对于疑似症状进行隔离筛查[3]；
另一方面，对进入和可能进入的外来人员进行登记监测，建立外来人员监控机制及问责机制，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常态化设立外来人员监控岗位，对于每一个进入社区的人员进行登记及健康信息检

查，同时做好外来人员的行程跟踪；三是加大社区环境卫生的优化与治理，如：社区街道消毒、各类垃

圾处理、村容环境整治等，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社区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四是强化乡村医生的培训

及设备补充，农村地区的卫生资源及人力资源都处于落后状态，乡村社区的医生和诊所主要功能是对群

众常见多发疾病的诊治，缺少健康教育与传染病防控知识普及、居民健康状况监测管理，加强对乡村医

生的培训及设备升级改造，有利于及时发现疫情并及时处理[4] [5]。 

3.3. 把控乡村社区旅游业态环境卫生 

乡村旅游各类业态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也是旅游环境防护系统监测的重点。随着春季乡村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5066


王亚楠，沈和江 
 

 

DOI: 10.12677/sd.2021.115066 544 可持续发展 
 

休闲旅游需求的到来，针对各类农家乐、乡村服务点、乡村景点、乡村饭店及特色商品销售等业态，通

过有效督导、巡查、登记等手段，对各类业态的经营环境、营业活动进行跟踪、统计上报，如接待旅游

者的人数、旅游者的地缘关系、旅游者安全防护措施等，第一时间掌握动态，及时采取有效对策，达到

科学研判、精准施策。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疫情曾做出过指示：“以此次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6]。所以，要积极改进乡村社区的公共服务，改善乡村

社区的各类基础设施，提升医疗卫生资源，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标准，通过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提升，同

时也改善乡村社区旅游各业态的基础设施及服务配套，能够提升乡村社区旅游的综合服务功能，同时对

于旅游者及旅游服务人员的安全防护做到更加的强化、全面[7] [8]。 

3.4. 完善乡村社区疫情预报信息 

从宏观和微观安全控制、安全防范及安全警觉出发，全面调控乡村社区旅游地的疫情环境质量。宏

观上，及时把控并预报乡村社区的疫情动态，建立每日监测机制及预警机制，细化社区管理区域，每日

对疫情防控信息进行汇总，及时把握外来人员信息，及社区内居民的健康信息；同时社区管理者要多多

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及防控常识，做好乡村社区旅游经营者及参与者的培训，做到疫情防控常态

化全民化；微观上，围绕乡村疫情动态及社区卫生环境，从气候变化、空气质量、人流最高限度指标、

游览线路的容量承载力、旅游车辆的要求、服务卫生环境、医疗机构服务设置及旅游者体温检测等，进

行细化，使整个社区环境始终呈现出一种透明、动态和良性的态势。 

3.5. 搭建乡村社区疫情隔断系统 

从进入社区的通道监控角度，在社区与外界连接的主要出入口，以及必要的非正常出入处，如山间

小路、步游道等，设置严格监控的外来人员进入准则及规范，严格进行外来人口登记及行程跟踪，设立

根据外来人员来自地区的疫情防控等级建立不同的防范措施，严格分级管控，严格管控中高风险地区外

来人员，防止外来疫情的输入；同时，防止社区内的疫情向外传播，严格社区人员外出的体温、问询、

登记事项，但该隔断系统设计要科学，坚持以人为本，依法科学有序，提高防控的有效性，防止一刀切、

简单粗暴的隔断行为。还要积极组织社区内居民进行新冠肺炎疫苗的注射，做到社区内所有适龄人员做

到全面接种，特别是乡村旅游参与者，要全面普及疫苗的接种，建立社区内的疫苗屏障。总之，充分发

挥内控外防及预防，即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疫苗接种，构建疫情防护的有效阻断系统。 

4. 结论 

面对新冠疫情蔓延的危机与危害，广大乡村社区旅游地已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防范地。为此，必须牢

固树立以人为本思想，瞄准广大乡村社区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一方面积极迎战当前疫情防控，但同时

也要放眼未来，针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片区区域，在环境生态、旅游消费等领域，建立政府、社区、

农户三位一体的卫生防疫体制，对接我国公共卫生防控应急体系，确保社区居民、旅游消费者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得到有效保护。 
面对我国疫情控制的良好趋势，结合乡村社区旅游地的实际，针对后疫情期的乡村旅游社区防控响

应，应强化三个方面的行动策略，一是在重大公共卫生及疫情没有彻底消失前，对各类乡村旅游的客流、

车流和物流以及乡村社区居民的人员溢出规模，有必要的前期预判，建立有效的疫情应急管理机制，采

取切实可行的联防联控对策；二是对任何外来乡村社区的人员，不论是旅游者，还是社区居民的亲朋关

系，以及从事务工、劳作、买卖等人员，均应建立必要的地缘关系数据库，全面掌握外来人员的基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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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三是加强乡村社区疫情防控及卫生防疫物资的储备，并配备必要的专业人员和社区服务人员，积极

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隔离、在治疗，并在任何疫情危机突发后至关重要的 24 小时内，采取

必要的阻断与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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