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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乡村旅游产业已逐步成为廊坊市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面对游客需求的不断变化以及京津周边旅游项目选择的日益多样化，廊坊市的乡村旅游产业在发展

过程中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本文以廊坊市乡村旅游市场为例，重点分析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的目前状况，

并对将来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市场营销的新思路进行探讨。如何将乡村旅游产业做精做强，市

场营销策略非常重要，以目前的营销手段而言，对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制约。因此，对于廊

坊市乡村旅游产业而言，分析其营销策略，对增强乡村旅游竞争力、促进当地百姓增收、促进京津冀一

体化发展等，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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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Langfang. 
However,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Langfang will face greater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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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with the changing needs of tourists and the increasingly diverse choices of tourism projects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Taking the rural tourism market of Langfang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
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tourism marketing, and discusses the devel-
opment direction of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future and the new ideas of marketing. How to 
make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more refined and stronger, the marketing strategy is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marketing mea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has great 
constraints. Therefore, for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Langfang C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its marketing strategy,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tourism, promote the income of 
local people,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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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现状 

1.1. 发展势头整体向好 

廊坊市地处京津之间，交通便利、位置优越，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方案实施推进，尤其是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之后，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在政府的主推支持下，发展形势日趋向好，廊坊市乡村旅游整体也

正在朝着规范化、职业化转变。随着旅游资源的逐渐整合，乡村旅游产业化趋势明显，农村的集体收入

和农民个体收入不断提高，村民参与率和积极性也逐渐高涨。截至目前，廊坊市共拥有香河县蒋辛屯镇

1 个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香河县蒋辛屯镇北李庄村 1 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永清县刘街

乡土楼胜利村等 10 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2. 发挥乡村旅游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带动 

经过近年来的探索与发展，廊坊市逐渐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项目，例如永清县土楼胜利

村欢乐水世界项目、固安县牛驼镇温泉小镇项目、柳泉镇北房上村民宿项目等，这些项目所打造的主题

比较鲜明、营销手段符合实际，既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

一是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永清县大力发展核雕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各类核雕企业、工作室、

个体作坊 1500 余个，带动相关从业人员达 4 万余人。二是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收。香河蒋辛屯

镇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民宿产业，每户每年获得租金和分红 12,000 余元，

还提供了安保、餐饮、管理等服务性岗位。三是依托乡村旅游特色项目带动农民增收。永清东义和村以

民宿项目为核心，相继建成了乡愁打谷场、艳阳有机餐厅、艳阳民俗大胡同、印象五年级二班、乡村大

礼堂、民俗展馆等配套设施，开发了系列手工食品和特色美食。2021 年共接待游客 15,000 多人次，有效

带动农户 20 余户，每户年增收 3 至 5 万元。 

2. 廊坊市乡村旅游营销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2.1. 缺乏整体性的统筹规划和品牌意识 

就目前的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整体规划来看，明显缺乏专业的规划设计，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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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开发、无序经营的状态。而从管理角度出发，再审视乡村旅游，则是一副经营理念落后、无视长期

发展、片面追求利润的低质量循环模式。加之大部分投资者和经营者都是简单的、盲目的抄袭模仿，看

见周边地区有人搞什么项目挣钱了，就一窝蜂似的跟风模仿，导致提到乡村旅游脑海里就呈现千篇一律

的景象，毫无新意，这极大的影响和消耗了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前景。而且没有整体规划就形不

成品牌效应，品牌对于任何产品来说都带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和不菲的经济效益，更是能建立和提高消费

者的忠诚度。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中，多数地区知名度不高，也没有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发展乡村

旅游的关键一环就是必须要树立起打造自身品牌的观念和意识。但是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的设计者与经

营者自身仍然缺乏甚至没有品牌意识，就更遑论打造品牌、品牌营销了。政府品牌意识的匮乏、导的无

力也进一步使得廊坊市的乡村旅游产业逐步丧失了打造品牌竞争的优势[1]。 

2.2. 乡村旅游产品种类相对单一 

廊坊市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类型和种类都相对较少，大部分都是以传统的瓜果采摘、农业观光、篝

火烧烤为主要吸引和卖点，产品种类相对单一且“土”味严重。不只是廊坊市乡村旅游项目的产业经营

者，甚至于政府领导和个别专家也有一种错觉，认为乡村旅游就只有乡土气息才能吸引游客，甚至觉得

城市的游客见惯了都市的繁华就一定想体验一下瓜棚窑洞。事实上城市游客想体验的只是乡村的淳朴与

美好，说白了就是找寻与城市不一样的感觉，而不是来吃苦找罪受的。乡村旅游产品既要有乡土风情，

更要有舒适的配套，才可能吸引城市游客。因此相较京津周边的其地区而言，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的地

域特色并不明显，致使产业整体的发展处于一种低端的状态，不能更好的适应京津游客需求的发展。个

别地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开发过程中想尽快摆脱现状，但是欲速则不达，急功近利的追求标新

立异，反而偏离了乡村旅游的初心，使乡村旅游没有了乡村味，劳民伤财的结果是整得不伦不类，开发

出来的形象工程也无人问津[2]。 

2.3. 乡村旅游经营理念有待提高 

廊坊市乡村旅游产品经营者经常把低价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甚至于为了所谓的知名度，提出的报价

远远低于产品成本。降价促销有时候确实可以增加销量，从而增加经济收益，但是超乎常理的降价，一

味地追求低价营销只会导致整个乡村旅游市场的恶性竞争，不只会损害乡村旅游经营者本身的利益，甚

至会影响整个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的整体形象。而且廊坊市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时间主要围绕在周末和

节假日，有明显的时间性，所以淡旺季、淡旺日非常分明，是典型的假期经济，而产品内容的开发多以

花卉展、采摘园、篝火烧烤、农业观光项目为主，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这种经营方式极

大的浪费了淡季资源，加之游流量有限，达不到“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的经济效益，那么廊坊市

乡村旅游产业的整体经济收入就得不到保障。 

3. 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的营销策略分析 

所谓旅游产品，说的是“产品 + 服务”，乡村旅游产品也不例外，可是相对旅游产品自身和游客需

求而言，后者可能更为重要，也就是需求导向。乡村旅游产品的营销，首先要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然

后再对应的策划项目、吸引游客。尤其是廊坊市乡村旅游产业，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京津的客户，

而京津的客户群如此多元，这就需要对我们针对不同需求的游客制定不同的经营策略，既要吸引现有的

客户流，还有挖掘潜在的客户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品牌的知名度，除了打造品牌自身，还要有成功的

市场营销策略，廊坊市的乡村旅游产品打造自身品牌同样离不开专业的营销手段。口碑是传出来的，产

品的质量和特色需要依靠营销进行展示，也需要营销才能声名远播，廊坊市的乡村旅游产品想要被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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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顺利识别，更需要在京津周边众多的旅游产品中打造自身的特产品牌。针对目标需求，不断更新自

身内容，发挥自身特色，锤炼自身品质，再配以成熟而连贯营销策略，可以潜移默化的给旅游者留下一

颗好奇的种子，再加上现实体验的冲击力，不愁没有吸引力，也无形中树立起了乡村旅游产品自身的品

牌形象。 

3.1. 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作用 

政府各项规章制度与法律规范相对于行业发展来说都是相对滞后的，所以先发展、后规范、政府主

导同样是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道路。对于廊坊市乡村旅游市场而言，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也已

经走过了一段路，政府是时候出手进行组织、规划、协调、宣传和推动了，只有以政府的号召力才能真

正实现多产业融合，多部门联动，从而让乡村旅游实现规模化发展。尤其是部分乡村旅游产业项目在发

展到一定规模遇到瓶颈时，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需要给予更多、更优惠的配套政策，适时沟通更高规格

的规划设计单位根据项目发展实际修改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在不影响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协助企业合理流

转土地扩大项目规模，引导同一地区的项目集约发展共同打造地区名片等[3]。 

3.2. 形象营销 

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是大众对一个地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在乡村旅游营销中，应注重增强形象意识，

结合自身特色加上艺术加工从而塑造品牌形象，既便于记忆又便于传播，就能更好的吸引潜在游客。要

优化旅游目的地形象，首先要入挖掘自身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分析自身资源的细节与特色，比如

有地热资源，在开发温泉时应当科学分析化验温泉水的成分，彰显出与其他地区所不同的温泉形象。其

次要开发形象附加值，不但营销旅游产品本身，也要打造产品附属文化、功效等价值，例如有水资源，

在开发水上游玩项目的同时应当继续开发河流湖泊的历史文化，使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相辅相成共同营

造良好的旅游形象。 

3.3. 品牌营销 

乡村旅游业的品牌建设相比其他产业要落后一些，主要是因为品牌形象树立需要投入较长时间、财

力和物力，一些乡村旅游项目急于求成，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忽视品牌营销或者乱

搞品牌营销的情况。要打造符合自身实际的旅游品牌，必须找准自身定位，旅游者享受的是旅游服务，

其中包含文化的熏陶，旅游品牌一定要符合地区自身历史、人文、民俗等实际情况，坚决不能忽视地方

文化内涵强行打造旅游品牌。只有区别于竞争对手而又符合自身文化实际的品牌才能真正吸引消费者，

才能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同时需要利用广告牌、电视和报纸广告等方式进行简单明了旅游品牌推广，

不能满足于酒香不怕巷子深。 

3.4. 网络营销 

随着信息时代到来，网络营销凭借其成本低、受众广的优势，成了很多行业的营销首选。传统的网

络营销是以门户网站或所搜引起为主要平台进行的，但是就国内网民的上网习惯而言，他们并不喜欢通

过电话、邮件、QQ 等慢节奏的方式，所以抖音、快手等各类手机 APP 成了网络营销的主要阵地。 

3.4.1. 短视频营销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借助抖音、快手等各类常用的短视频 APP，加上简单的推广，就能获得数十

万的点击量，这其中的营销价值不言而喻。制作短视频的时候，需要区别于传统的电视广告和宣传片，

平铺直叙的广告形式无法吸引观看量，所以营销时不但要突出自身旅游产品和特色，也要保持短视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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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才能成功吸引观看和点击，进而营销旅游产品的目的。 

3.4.2. 网红营销 
网红经济因发展势头太过迅猛，而且鱼龙混杂、大部分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出现了不少负面新

闻。但是仅讨论其营销能力，真是比明显代言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选择网红时应该切合自身旅游产品的

实际、找准产品定位，例如饮食文化产品可以挑选吃播网红等，不能一味的追求大 V、大咖，营销方向

选错可能会适得其反。 

3.4.3. 口碑评价营销 
俗话说“上赶着的不是买卖”，很多旅游者对于传统的营销推广模式已经感到厌倦了，甚至出现了

你越宣传我越不想去的情况，所以部分旅游产品可以选择在马蜂窝、大众点评、美团等 APP 上进行口碑

评价营销，在这些 APP 中，游客能够看到其他游客的真实旅游照片和评价，这就比传统的官方营销更有

说服力。例如请专业测评人来体验旅游产品后进行专业点评，或者利用点评优惠、返利等措施刺激游客

主动点评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为了好评率而进行千篇一律的水军刷评，只有真实的、多样的评

价，才能达到营销的效果。 

4. 结束语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廊坊市地处京津腹地，更应借助

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抓住当前国内乡村旅游大发展的有利时机，以独特的田园风光和原汁原味的乡土

文化为根本，引入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准确把握京津游客需求，创新营销手段，运用现代化的网络技

术，加快发展现代化的乡村旅游市场，打造农民增收和壮大农村经济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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