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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希望

大家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乡村振兴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出自 2023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

2023 年，疫后复苏的第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内

外形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行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问题、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开展文旅休闲活动赋能

乡村振兴，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释放农文旅消费潜力，推动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一、政策环境

党中央国务院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高度关注，并纳入“三农”工作和乡

村振兴战略总体布局之中，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均对农业休闲、乡村旅游

作出安排。文化和旅游部、农村农业部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划、务实举

措，推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发展迈上新台阶。

把“促进提质增效”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资源整合和政策集成，着力提升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2023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培育乡

村新产业新业态”，内容涉及“乡村餐饮购物、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乡村民宿、

乡村旅游公路、农耕文化传承保护”等方面。2月 3日，农村农业部《关于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提出“实施乡村休

闲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认定一批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

介一批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发展教育农园、研学基地、乡村露营游、

乡土文化体验游等新模式；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全面推行家庭农场

“一码通”管理服务制度，推广应用“家庭农场随手记”记账软件，支持有条件的

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业。9

月 27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开展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行动，推动提升乡村旅游运营水平，建设一批富有地域文化



特色的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推动实施旅游民宿国家标准，打造“乡村四时好风光”

线路产品，开展“游购乡村”系列活动，因地制宜打造美丽田园、景观农业、农耕

体验、休闲渔业、户外运动等新业态。11 月 1 日，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国内旅

游提升计划（2023-2025 年）》的通知，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推动提升

乡村旅游运营水平，推动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乡村旅游集聚区、国际乡村

旅游目的地。

把“实施精品工程”进行到底，立标杆、树品牌，建设一批、认定一批、推介

一批，构筑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系统。2023 年 1 月 17 日，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关于公布 2022 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名单等通知》，认定北京门头沟等 60 个

县（市、区）为 2022 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1月 12 日，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

作，并制定《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作方案》；9月 11 日公布首批 63 个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1月 19 日，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公布 2022 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的通知》，确定 66 个 2022

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4月 13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推介活动的通知》，决定开展 2023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活动，并于 9

月 12 日公布 2023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推介北京房山张坊镇大峪沟村等 256

个村落为 2023 年中国美丽乡村，其中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河防口村等 79 个乡村为

农家乐特色村。11 月 25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

好第五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遴选推荐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考核评估工作的通

知》，启动新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遴选推荐工作，并对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进行考核评估。12 月 25 日农村农业部《关于公布 2023 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名单》，提出 2023 年继续开展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申报工作，并对前两批认定进行

监测。

把“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落到实处，试点探索与经验推广，推动建设宜居宜业

宜游和美乡村。2023 年 1 月 6 日，文旅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的通知》，提出“探索

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促进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典型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推动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3月 21 日，文



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开发银行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推动创意设计、演出、音乐、美术、

手工艺、数字文化、节庆会展等业态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设计开发具有文化特色

的乡村旅游产品，形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乡村文化名片等具体要求。5月 22 日，体

育总局、中国文明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关于推进体育

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深化体旅农商融合发展”，推动体育与农业、

商业、旅游、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产业深度融，为乡村经济赋能。

把“人力资本”放在重要位置，发挥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的示范引领和辐射

带动作用。2023 年 5 月 19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乡村

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每年培养支持 500 名左右的

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和一定数量的省级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

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2023 年 7 月 17 日，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国银

行印发《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中国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从“加大信贷投放”、“推进产品创新”、“开展综合服务”等方面，加大对乡村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

二、发展态势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全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旅游

产业发展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一） 国内旅游产业的发展态势

1.国内旅游业强势复苏，节假日旅游市场火爆

在经济回暖和促消费政策等各种利好因素的推动下，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

地旅游景点“人从众”景象再度回归。2023 年前三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 36.74 亿，

比上年同期增加 15.80 亿，同比增长 75.5%；居民国内出游总花费 3.69 万亿元，比



上年增加 1.97 万亿元，增长 114.4%
1
。

全年节假日旅游市场从恢复转向超越，呈现高开高走的态势。从春节“开门红”

到五一的“火爆小长假”，从八九月的“热闹暑假”到中秋国庆的“超级黄金周”，

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追寻心中的“诗与远方”。居民旅游需求得到集中释放，居民

出行大幅度增加，在带动相关消费扩大的同时，为中国经济稳步向好提供“活力”

和“热度” 。

表 1 节假日旅游市场表现（2023）

旅游出游人数

（亿人次）

同比

（%）

恢复至 2019

年同（%）

旅游收入

（亿元）

同比

（%）

恢复至 2019

年同（%）

春节 3.08 23.1 88.6 3758.43 30 73.1

五一 2.74 70.83 119.09 1480.56 128.9 100.66

十一 8.26 71.3 104.1 7534.3 129.5 101.5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2.市场推陈出新涌现众多新热点

受文化和旅游系统创新供给、旅游消费政策提振等多重因素促进，旅游消费

需求得到集中释放：城市漫步、野外煮茶、特种兵式打卡景点/城市，住进乡村民宿

享受休闲度假“慢生活”，奔赴心仪的美景感受不一样的生活节奏，从心出发，旅游

成为一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主要旅游目的地及热门景区消费活跃度持续高位运

行，旅游需求多样性和个性化并存，“热点更热、冷点不冷”特征明显。

2023 年是国内旅游“破圈出圈”的一年，表现在以下的方面：（1）一场席卷

全国全网的“进淄赶烤”开启 2023 味蕾游，因食而动、为吃而游，“食在美好中国”

带火多地美食市场；（2）北京动物园的三太子萌兰、成都大熊猫基地的花花与和叶，

“去看网红熊猫”让“萌”游快速出圈，动物园成了都市游的必选和热门打卡地；（3）

登高观夜景、夜间光影秀、街景夜游、演艺演出、美食酒吧等带火了一条条主题文

化街，夜骑、夜跑、夜爬等激活了一座座名山大川，小酒吧、文创店、精酿吧等沉

浸式潮玩打卡点燃文旅融合新“夜”态；（4）探寻一座城市，了解一段历史，博物

馆游的火爆程度惊艳了世界，考古盲盒、马踏飞燕、三星堆青铜小人等“花式”文

创产品让文物与文化遗产“活起来”，成为更受年轻人喜爱的“打开方式”；（5）冬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奥会到亚运会，大运会到地方赛事，精彩纷呈， “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亮点，

登山、滑雪、徒步、潜水等体验型运动项目成为“新宠”；（6）“村超”、“村 BA”、“村

晚”等“村字号”IP 实力出圈，土得对味、看点纷呈让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热”

起来、“爆”起来；（7）从“南方小土豆”到“小砂糖橘”，从“南北差异的亲切互

动”到“全网瞩目的萌娃游学”，冰城哈尔滨“花式宠客”燃了整个冬季文旅市场……

让 2023 年文旅 以“火爆”完美收官。

（二）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态势

1.复苏势头强劲，花式繁荣爆点多

经过 3年蛰伏，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市场重回高速增长态势，行业复苏领

跑旅游业。据携程平台数据，2023 年，国内前三季度乡村旅游订单量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264%，复苏势头强劲。2023 年携程平台乡村民宿供给量创造了 5年以来最

高的 44%增长，总量达到历史峰值 33 万家，四川九寨、安徽金寨、贵州毕节等多地

民宿节假日出现“一房难求”现象 。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品创新层出不穷，玩法花式繁荣，爆款频出。2023 年

携程平台上新增乡村旅游产品种类超 500 个，平均每天就会有 1.4 个新的乡村游产

品上线。全国近 6 万个行政村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涵盖了观光、休闲、康养、

避暑、冰雪、耕读、研学、娱乐等诸多产品体系，有效带动了特色种植、生态养殖、

土特产加工、民俗展演、旅游装备租赁、直播带货、乡村电商、物流配送、民居修

缮等新业态发展，已成为居民周末休闲消遣的主要选择和常态化方式。

2.发展视野拓宽，迈向多元化、标准化、国际化道路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在多元化、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步伐，探索出众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为国际乡村旅游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样

本”。（1）多元化乡村旅游目的地体系将田园乡村与文旅、休闲、艺术、时尚、科技、

研学、餐饮、民宿等多重元素叠加，围绕乡宿、乡游、乡见、乡识、乡味等 5 大主

题，补齐产业链、服务链、价值量、创新链，实现乡村旅游的全面升级，形成“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人”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2）乡村旅



游标准化、品牌化进程加速。2023 年农村农业部遴选认定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

村落）256 个，农家乐特色村 79 个。截止 2023 年 10 月，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遴选出四批全国乡村旅重点镇（乡）198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399 个。

“五一”假期、暑期、中国农民丰收节和国庆假期到来之际，文化和旅游部分别应

时推出“乡村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共计四期，主题分别为“大美

春光在路上”“乡土中国 诗画生活”“稻花香里说丰年”和“橙黄橘绿 乡村胜景”，

累计推荐线路达 572 条。中国村落、农家乐特色村、全国乡村游重点镇村、全国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的建设认定推广，对我国乡村旅游服务品质的提质增效、休闲农业

产业提档升级具有指导意义。（3）皖南徽派古村、江南水乡、云贵乡村景区等，优

质的乡村旅游资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23 年 10 月 19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玛尔罕

召开的第 25 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全体大会上公布 2023 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名单，中国江西婺源江湾镇篁岭村、浙江杭州淳安县下姜村、甘肃甘南迭部县扎尕

那村和陕西柞水县朱家湾村入选，加上 2021 年首批入选的浙江余村、安徽西递村和

2022 年入选的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村、重庆荆竹村，中国入选乡村总数达

到 8个，位列世界第一。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国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3 美丽乡村

国际论坛”，来自伊朗、荷兰、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韩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16 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9个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共建美丽“丝路村”2。

三、市场的新需求

为了了解消费者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认知、消费意愿、消费偏好及消费行为

情况，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分会于 2023 年 12 月 16 日-12 月 31 日进行

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情况》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乡村旅游需求主体

是城里人企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者，受访者半数以上常住特大城市、省会城市市辖

区。19-35 岁和 36-50 岁两个年龄段在受访者中占绝大多数，田园的松弛感，成了治

愈大城市焦虑和压力的特效药。

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2478749233845985&wfr=spider&for=pc



图 1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市场的需求主体特征

（一）出游前行为特征

1.资讯获取渠道以内容社区分享为主

受访者了解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资讯的主要渠道（前三）：内容社区分享平台、

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亲友推荐。



图 2 受访者了解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资讯的主要渠道

2.出行决策中更看重特色美食和活动体验类信息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出行决策更看重（前三）：特色美食、特色活动体验、特

色住宿。

图 3受访者出游决策最愿意参考的内容

3.出行决策周期绝大多数在一周以内

受访者出游的决策周期绝大多数在一周以内。特别的说走就走和 1-3 天内做

出决策的受访者占三分之一。这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出游半径短、以短途自驾为

主，且消费低的特性相匹配。



图 4 受访者出游决策历时

4. 家庭出行决策权在“宝妈”

家庭出游中，出行选择权在“宝妈”。受访者中出游选择权由老婆决定的占

38.35%，远高于其他选项。值得注意的，选择权在“自己”的占 15.79%，其中 90%

是女士，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乡村旅游中决策中女性自我意识强，这与“精致悦己”

新一代家庭主妇消费行为相匹配。

图 5 受访者家庭出游由谁决策



（二）出游中行为特征

1.出游方式以短途自驾为主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出游方式以短途自驾为主，年龄在 19-50 的中青年是自驾旅

行的主力。

图 6 受访者的出游方式

图 7 受访者年龄分层与出游方式的交叉分析



2.倾向于朋友家人结伴出行，三五成群

受访者倾向于三五成群熟人集中出游，半数“和家人旅行”；次之为同学、同事

及情侣；再次是邻居。休闲微度假、家庭亲子、成为乡村旅游市场新趋向。

图 8 受访者出游同行者数量

图 9 受访者出游的同伴类型

3.进三成周末出行，成为主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注重休闲、互动和体验，慢慢越来越强调的是停留：“停下

来，享受美丽”。人们往往在周末出游，表示周末出游的受访者占 29.32%，且有 35.34%

的受访者表示“说走就走”。值得注意的是，带薪年假期间出游者占 9.02%



图 10 受访者一般的出游时间

以休闲度假、亲近自然等为主要目的游客聚焦周末出游；以农事体验、农产品品

尝等为主要目的的游客较为注重季节性；以体验农事节庆（如丰收季）、感受节庆氛

围等为主要目的地游客，趋向节庆节点。

4.出游目的以“休闲游”和“亲子游”为主

游客参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大多数为了休闲和亲子。72.39%的受访者出游目的

是休闲游，从快节奏的城市到宁静祥和的乡村，体验民风淳朴、民俗独特的乡村休

闲时光，享受慢生活的惬意。其次，32,84%的受访者目的是家庭亲子游，大自然的

博大精深和神奇奥妙、乡村农事的土味田园和美轮美奂，吸引着人们去认识、去探

索，让身、心、灵在活动中得以放松，在互动中学习成长。

图 11 受访者出游的目的

5.出游时长 1-2 天为主，核心节点停留时长在 2 小时以内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时长以 1-2 天为主，且近四成在核心节点停留不足 2小

时，如何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依然是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



图 12 受访者最近一次乡村旅游的出游时长和核心节点停留时长

6.消费水平在 501-1000 元之间，主要用于“吃住行”

受访者最近一次乡村旅游的花费以 501-1000 元为主，这些花费仍主要用于（前

三）餐饮、交通、住宿，同时，沉浸式体验、文创商品异军突起，表现不俗。

图 13 受访者最近一次乡村旅游花费区间



图 14 受访者最近一次乡村旅游消费结构

（四）出游后行为特征

1. 总体满意度在 70%-80%之间，期望参与更多体验活动

游客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在 70%-80%之间。

图 15 受访者最近一次乡村旅游的满意度评价

受访者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开展的体验活动多有期待，表示“希望开展的体验

活动”（前三）：乡村文化休闲、乡村特色文化演艺、大地景观采风。



图 16 受访者对体验活动的未来期待

2.大多数愿意向亲友推介，但半数追“新”表示不会重游

受访者八成以上表示游后会向朋友推介去过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目的地（农庄、

村镇等）；半数的受访者更表示会经常复游体验好的农庄、村镇。

图 17 受访者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推介意愿



图 18 受访者对游玩过的优质乡村目的的重游意愿

四、供给侧的新特征

当前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仍以观光为主、休闲为辅，美景吸引游客，但文化

稀薄体验缺乏，同时，也在向“品质观光、主题休闲度假”过度，功能提升与体验

多元化，主题 IP 引领等方面转型。

（一）经营表现向好，模式向“集群”“集约”转型

2023 年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普遍“向好”，接待人数较 2019 年恢复 70%以上，

营业收入较 2019 年恢复 70%左右。历经 3年疫情，经营者趋向“抱团取暖”，在空间

上表现为多点连接的“片区”的格局。连锁经营、品牌加盟、品牌联盟、线上线下

等在不断尝试中走向集约化，文化创意、强化运营转型，探索集约化新模式、新工

具。

（二）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多元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品、服务及消费场景创新不断，六成单位在乡村特色美

食、农耕体验、传统民俗体验等项目改扩建，两成单位在乡村音乐节、乡村运动会、



露营煮茶，乡村微度假、秋季农耕季、民俗节庆、曲艺庆典等特色消费场景不断创

新，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商业“五新”激发“乡村文旅”潜能展

现新活力。

（三）功能定位从农家乐，转向休闲、食宿、研学等一体化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从单一或吃或喝或玩或乐，走向休闲度假综合体式必然

趋势，2023 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多数优秀的企业从单一的吃喝玩乐转向深度的乡

村休闲度假综合体，将乡村旅游与亲子陪伴、高品质社交、康养度假、怡情生活结

合在一起，通过开展乡村休闲体验、沉浸式文化体验等让游客深度学习当地人文民

俗文化 ，“好景、好玩、好吃、好住、好娱、好学、好戏、好物”多维发展，打开

乡村休闲新空间，实现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多方共赢。

（四）投资趋于谨慎，融资难度加大

疫情 3 年的冲击，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市场投资趋于谨慎。本报告针对中国旅

游协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分会会员单位调研访谈中发现，八成会员单位表示投资

环境影响下投资趋于谨慎，三成单位表示2023年除了基础设施维护无其他投资项目；

仅有两成表示对 2023 年投资环境无感，自己的投资不受影响。这些单位多数分布于

一线城市圈，入选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名录且文旅部公布的全国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上，属于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第一梯队，市场需求旺盛并在短时间

内走过“恢复”到“超越”的过程。

2023 年会员单位的投资半数以上用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设施和餐饮项目

的投资，其次是研学、亲子类项目的投资，再次为民宿等住宿项目、沉浸式互动项

目投资研学、亲子、沉浸式项目的投资体现了明显的市场匹配性。餐饮、民宿、沉

浸式项目的投资体现了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具体投资项目注重“多快好省新奇特传”。

多即流量大，满足大众旅游需求；快即落地快，投资周期短；好即叫好，游客认为

好；省即省钱，对投资者来讲性价比高，对游客来讲性价比也高；新即新项目，让

市场耳目一新；奇即好奇，满足游客猎奇需求，激发市场好奇心；特即特殊，有一

定的壁垒，难模仿复制；传即传播，适合大众新媒体传播。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资一直以来存在困境，近 7 成单位表示融资困难，基



本不融资，项目投资用自有资金投入。个别单位利用扶持政策工具，通过“惠农贷”、

“民宿贷”、“收益权贷”等等，通过产权融资、租赁融资等方式，利用资本市场进

行多元融资探索。餐饮、民宿、零售类项目投资运营融资中村集体、村民利用资金、

土地、房屋等参股多有尝试。经营主体由农户经营转向合作社、社会资本共同投资，

以公司+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发展高效农家乐、民宿、农庄、民俗体验、乡村演艺

等模式，实现多方共建共赢共享。

五、2023 年实践模式类型与特征

当前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市场依然“以观光为主、休闲为辅”。2023 年表现

较好的实践模式包括赏心悦目的乡村自然生态观光模式、博古通今的乡村历史遗址

遗迹模式、山珍乡味的乡村餐饮文化模式、起居有度的乡村特色住宿模式、上山下

水的乡村休闲娱乐模式、乡情乡韵的乡村民俗文化模式。

表 2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六大表现优异的模式（2023）

模式 重点 核心关键 描述 业态创新

乡村自然生态观光 赏心悦目 美

美的独特

美的震撼

美的惊心动魄

观光游

网红景观打卡

摄影展

乡村历史遗址遗迹 博古通今 韵

古往今来

跨越时空

历史与现代、与科技、

与艺术交融

古村/古镇观光

沉浸式体验

乡村餐饮文化 山珍海味 吃
舌尖乡村

健康饮食

餐饮一条街

美食集市

乡村民宿集群 起居有度 睡
融入乡村

感悟乡村
乡村微度假

乡村休闲娱乐 上山下水 乐 泛户外运动休闲
泛户外体验

泛户外探险

乡村民俗文化 乡情乡韵 文 乡村民俗文化体验
夜游经济

演艺体现

乡村自然生态观光，重点是赏心悦目，核心关键是“美”，美的独特、美的震撼，

美的惊心动魄；包含地势山峦、河流湖泊的美，也包含阡陌交通、田园村落的美；

既有静态的美，也蕴含动态的美。实践中，美的差异带来美的震撼，城市与乡村、

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国内与国外、现实与虚拟，诠释出千姿百态的“美”韵

味。



乡村历史遗址遗迹，重点是博古通今，往往与历史文化重大事件有关，核心关键

是“韵”。古韵之意，古往今来，跨越时空，讲求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地缘脉、历史

脉、文化脉、人物脉与时空脉交织成网，记述着跌宕起伏的乡村传说。也有“神韵”

之味，兼容并蓄，空间折叠，吃住行与商养学交融、游购娱与闲情奇联动，谱写诗

情画意的人间烟火。

乡村餐饮文化，重点是山珍乡味，因“中国味、美食游”的兴起而壮大，核心关

键是“吃”，强调“味”，酸甜苦辣咸麻香——舌尖乡村，有八大菜系，也有山珍野

味；注重“养”，即健康饮食，养身养生养心，有绿色餐饮、也有养生餐饮。

乡村特色住宿，重点是起居有度，核心关键是“睡”。一种住宿形式，更是一种

生活态度，可以是“乡睡”，融入乡村、感悟乡村，也可以是“野睡”，亲近自然、

回归自然；可以是精致轻奢的高级，也可以是土乡土屋的土趣。特色建筑、精致装

修、美味食物等等，让人们感受到不同于城市浓厚文化气息，体味到一份诗意的闲

适。

乡村休闲娱乐，重点是上山下水，核心关键是“乐”，既有活动的“乐”，也有探

险的“乐”。轻装徒步、露营野炊、健身登山、赏花采摘等有休闲的“乐”；歌舞曲

戏、拓展训练、农耕体验、民俗杂技等是娱乐的“乐”。攀岩潜水、越野骑行、蹦极

溯溪、野外 CS 等是挑战的“乐”；滑翔跳伞、探洞瀑降、极限穿越、雪山攀岩等是

极限的“乐”。足球篮球、马拉松等是体育的“乐”。

乡村民俗文化体验，重点乡情乡韵，核心关键是“文”，有“文明”传承之意，

即民族的祭祀节庆、地域的风俗习惯；也有“文艺”复兴之意，即特色的琴棋书画、

曲艺杂谈等非遗的传承、弘扬、创新；乡情乡韵是创作的基石，文化创意是创作的

过程，通过超级文化 IP 的商业迭代性形成价值网络。

六、未来趋势

（一）融合联动跨界一体化

“四生融合”即“生态、生活、生产、生命”的融合。生态指山水林草湖生态系

统，核心是对“美”的极致最求，淡妆浓抹总相宜。生活指以乡音、乡韵、乡情、



乡味的乡村生活，核心是“烟火气”，对“居”的多元创新形成乡村新产品新业态。

生产指以“农+文+旅”为核心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核心是“特色龙头”。生命指身

心生命共鸣，核心是对“养”从养身到养心的迭代，实现生命丰富度的内向扩张。

“四位一体”即文化、创意、旅游、产业。文化为基础，创意为核心、旅游为载

体，产业为目的。乡村与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深层次融合发展，使乡村产业焕发活

力、延伸乡村农业产业链，促进乡村区域产业多元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

“四产联动”即“农业、工业、服务业、金融”的联动。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

工流通、农资生产销售、农村生产性服务、农村生活服务与金融的整合联动，让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的稳、走的快、走的好”，培育农村产业发展新动能，培

育乡村产业发展新业态，建立城乡产业“配套、互补、协调”发展长效机制，实现

城乡循环链、价值链、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四科跨界”即“科技、艺术、哲学、旅游”的跨界，通过科技创新运用全息全

景技术和独特的元宇宙叙述脉络，将乡村和艺术完美结合，突破时空限制，鲜活展

现中国乡村的千姿百态，让乡村在潮流与酷炫中实现“可行、可游、可居、可趣、

可养、可乐、可惊、可奇”的无限可能。

（二）发展的新方向新业态

“传统与流行交融、野趣与诗意共鸣，乡韵与烟火碰撞、围炉夜话共桑麻”，一

座座热情村庄，一道道珍馐美味，一句句悦耳乡音，见证和感受“望见山水，美丽

乡村”的蝶变。文化艺术节庆，将乡村农耕、农事、农活技艺和非遗、民俗等转化

为乡村旅游体验活动，依托文化遗产、文创集聚等，或民族节庆、或文学创意、或

音乐庆典、或舞蹈戏剧、或书画艺术，全方位展现乡村民间文化艺术。踏青节、赏

花节、地方庙会等，“以节促旅，以节富民”；举办特色“赛事”等，“以赛聚人气，

以赛成流量”。时尚潮玩，即将时尚元素融入乡村生产生活，将农产品、手工艺品、

文创产品等转化为旅游商品，丰富沉浸式乡村文旅产品，包装乡村有礼，打造乡村

“沉浸剧本杀”和乡村“后备箱”。数字文旅，搭建乡村云，5G+wifi，推动乡村旅

游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打造乡村旅游数据库，实现旅游镇、旅游村和旅游企业信息

服务全覆盖。科技赋能文旅、线上线下融合、主题内容迭代，通过沉浸式、未来感、

主题化的数字科创，打造文旅数字化新业态。教育研学，通过乡土文化体验、农业



实践活动、自然生态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团队合作领导培养等方式，将课堂教育

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通过亲身体验、观察和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增长知识，

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乡村禅修，依托乡村山水田园的意境，在生态优美、环

境优越中，从红尘入“禅境”，通过独有的建筑风格、空灵的装修、美轮美奂的意境，

成就“净空、净土、净水、净心” 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通过禅境观光、

禅意休闲、禅农体验、禅心度假、禅修康复、禅学培训、禅游时尚等禅文化主题特

色，整合现代人度假“吃住行游购娱”的多功能复合要求。乡村泛户外，围绕乡村

山水空间特色，大力发展路跑越野、山地骑行、极限运动、洞穴探险、汽车露营、

漂流溯溪等泛户外运动项目，打造“奔跑村”、“骑行村”、“翱翔村”、“攀岩村”、“自

驾村”等乡村泛户外 IP，拓展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乡村泛户外文旅融合发展

新空间。

当下，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进入“提质、提量、提价、增效”的阶段。消费

模式从观光过渡为休闲度假深度体验，农业休闲和乡村旅游形式逐渐多样化。为寻

求精神寄托和内在需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休闲、健康的旅行方式，集自然风光、

特色文化、特色美食、新奇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愈发受到消费者的追

捧。一方面，依托田园风光、青山绿水、村落建筑、乡土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优

势，推动“乡村主题化、体验生活化、农业现代化、业态多元化、村镇景区化、农

民多业化、资源产品化”，形成了一批以休闲农业重点县、休闲农业精品园区和乡村

旅游重点村镇为代表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集聚区；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和数字经

济赋能农文旅与教育、体育运动、健康养生、时尚艺术等产业融合， 激活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潜力，延伸产业链释放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带动城乡产业链、价值链

一体化，形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度假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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