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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旅游行业已经逐渐成为了人们在

业余闲暇时间当中的重要休闲与娱乐活动内容。在近些年来,农村的生态旅游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旅游

产业与发展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虽然农村的生态旅游与发展非常的迅猛,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却依旧存

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对这一行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影响。由此,本文主要针对“城镇化背景下

农村生态旅游管理对策探究”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通过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探讨,为进一步优化城镇

化背景之下农村生态旅游管理的整体效率,促进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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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living standard of human beings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leisure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Rural eco-tourism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and development. 

Although its development are rapi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difficult to solve in this process, which 

have brought many impact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ntermeasure of the countryside eco-tourism management research under the urbanization background" 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view, hoping to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rural eco-tourism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the pertinence analysis and th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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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村

地区的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这也

有利于城乡之间的有效融合,也为进一

步构建美丽乡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近些年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不断增快,农村区域的产业结构也得到

了进一步的优化与调整,各个地区也在

不断挖掘当地的人文资源、自然资源以

及农村资源等多方面的要素,进而让旅

游行业与农业之间密切相连,促进当地

生态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1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生态化旅

游管理当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1在建设过程当中难以凸出地方

性的特点 

一般来看,农村的生态化旅游构建

当中大多都与其当地的经济发展具有非

常密切的联系。如果在整个建设过程当

中,难以 大化的运用农业的资源,就很

难充分展现其当地的民风与民俗。其次,

在其农村生态化旅游的进一步宣传过程

当中,也都会打着“生态化旅游”这样一

个名号,但是其实际上却并没有真正实

现生态化的建设,这样的话,虽然能够在

短时间当中增加一定的客源,但是在后

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却会对当地的农村

景区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这也在很大

程度之上阻碍了农村生态化旅游的进一

步发展。除此之外,在农村生态化旅游区

域当中,大规模的对一些酒店进行建设,

也在很大程度之上破坏了当地生态旅游

的发展,也影响了当地原有的自然环境,

甚至还有一些现代的建筑与当地的一些

乡土气息的建筑背道而驰,导致农村建

筑出现一种重复性,严重影响了当地生

态化的可持续发展,违背了农村生态化

景区建设的初衷。 

1.2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缺乏良好

的科技作为支撑 

科学技术作为对城镇化背景之下农

村生态化旅游经济实现现代化发展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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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内容,进一步强化科学技术, 主要

的就是保障农村旅游经济能够得到健康

而且持续的发展,对于农村的旅游与发

展过程当中,针对当地的自然资源进行

开发,也只有能够不断的节约用电、节约

能源、节约用地、节约用水等方式,积极

的去引导农村经济产业化以及绿色化的

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够使之达到一种低

碳化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而缺乏科学

技术的引导,就会导致大批量的资源在

建设过程当中被浪费,有的环境破坏甚

至会导致永久性的不可修复。因此,盲目

的对当地的一些土地资源、林木资源进

行开采,就会影响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

保护,对城镇化背景之下农村旅游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2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生态旅游

管理的主要策略 

2.1不断开发生态化旅游产品,促进

发展 

在城镇化发展背景之下,生态旅游

农业资源其自身就是一种具有综合性特

点的系统,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生态化

旅游景区,会给游客带来良好的身心体

验,这种体验不仅仅可以通过肉眼来进

行直观的感受,同时还可以通过人体的

触觉、味觉以及心灵体验等多方面进行

感受。例如：营造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

则能够直接从视觉上带给人不一样的体

验,通过将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人文内

涵、民俗色彩等内容与当地的旅游产品

进行融合,创造出更具地方特色的一些

生态化旅游产品,让游客能够通过旅游

产品充分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气息和特点,

进而提升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带给受众

不一样的精神享受。 

2.2不断提升其科学技术水平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农村

的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应当

与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相互融合,进而力求走一条可持续发展

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也就对现当代

的科学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农

村经济的发展来说,不仅仅需要依靠当

地的自然景观以及人文资源,而且还需

要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进行有效的融合,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

当中进一步解决农村旅游与建设当中所

遇到的一些困境,在这当中主要包括：环

境的污染问题,应当在此时采取何种方

式来进行保护等等,污染后治理的思想

必须转变,加快绿色科技的研发和创新,

促进农村旅游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

续发展。 

2.3进行科学的规划,并且进一步明

确未来的发展道路 

首先,在城镇化背景之下,需要将城

镇按照整体来进行科学的规划、协调,

以新农业建设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在

整个规划和设计过程当中,要将农村当

中的道路、环境、水电、卫生、餐饮、

住宿等各方面的硬件设施整体建设水平

进行提升,并且统筹乡村改造和乡村旅

游设施设备之间的有效融合,进一步防

止在农村建设当中出现重复建设以及底

档次的建设等等,从而促使其新建设的

内容与传统的内容有所隔离。 

其次,需要依据新农村建设当中的

总体规划作为重要的基础,通过服务“三

农”作为一种重要的宗旨,不断加快乡村

生态化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整体

的发展思路,并且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

将旅游的相关理念以及功能充分融入到

后期的农村建设当中,深入挖掘当地本

土的一些文化内容以及人文资源,并且

针对当地的一些古建筑、原有的景观特

点等旅游资源进行保护,充分将地方性

田园特色展现出来,并且进一步盘活当

地的一些乡村民俗风情,大力推动旅游

村镇的进一步建设,突出乡村旅游当中

的功能性的特点。 

后,不断拓展发展思路,创新现有

的一些发展的模式,在这当中,一是加大

对田园农村旅游模式的构建,二是提升

民俗风情的旅游模式,通过原有的民风

和民俗作为重要的内容,以当地的民间

手艺、歌舞等等,提升旅游者的身心体验

活动。三则是通过农家乐这一特殊的旅

游模式,运用自家的一些院落以及相关

的休闲和娱乐的设施,进一步开展相关

的休闲和度假服务。四则是营造村落乡

镇这一特殊的旅游模式, 核心的内容

就是通过古镇、古村落和古民居作为核

心,进一步开发观光和旅游活动。 

3 结论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之

下,为了能够进一步优化农村地区的生

态旅游与管理,应当不断顺应时代的发

展需求,进而达到良好的生态管理模式,

加强政府与地方的宏观管理,同时不断

吸收农村区域的旅游企业以及社区参与

其中,通过多方面的监督和管理来进一

步优化农村区域生态旅游管理,提升整

体的管理效果以及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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