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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丽乡村背景下的乡村旅游概况

县域旅游的开发是落实美丽乡村建设的方式之一，美

丽乡村建设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带动了乡村

的经济发展，提升了县、乡区域人民的生活水平。体验式

乡村旅游是一个在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之上，同时能做到促

进经济发展的产业。

旅游是“游”，是外来游客的流动，从观光旅游到休闲

旅游再到会议养生等“大旅游”，可以延长游客在某一景区

的停留时间，但总体而言还是短期的停留。统计意义上一

般把在一个地区停留六个月以内的叫流动人口，超过六个

月的才叫常住人口，目前国内没有出现一个旅游项目能让

游客在一个地区停留长久的时间。

旅游的核心是消费，尽可能地吸引游客来流动消费，

产生可持续的经济效益，而产业发展的核心是生产，是尽可能

地吸引人才来创业就业，长期定居。二者发展路径截然不同，

所需要的趣味条件、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盈利模式也都差异

巨大。这也是目前国内在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

对区域旅游和旅游产业开发在概念上的误解。

二、永泰县全域旅游现状分析

全域旅游是将特定区域作为完整旅游目的地进行整体

规划布局、综合统筹管理、一体化营销推广，促进旅游业

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旅游业全域共建、

共融、共享的发展模式。发展全域旅游，是贯彻落实新的

发展理念、适应旅游业发展新形势、遵循旅游业发展内在

规律的客观需求，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实现由门票经济

向产业经济转变的内在要求，是优化旅游空间配置、开辟

旅游业发展新空间的有效途径。

永泰县被誉为“福州的后花园”，旅游资源丰富。大部

分以观光景区为主，形成了以云顶为核心的旅游观光景区

群，但产品同质化严重，单一的产品业态无法满足未来的

市场多元化需求。与大城市边缘圈层相比，无论是产品品

质，还是景观视觉冲击力，都存在不足，尤其在山水观光

旅游、乡村旅游、温泉旅游等方面，部分产品开发存在档

次低和无序竞争现象，缺乏资源整合、主题提炼和品牌提升。

目前永泰县旅游产品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当地政策引导不足，导致现有旅游产业粗放化，

产业内部要素联动不足，关联产业融合度不高，发展方式

较落后，区域整体规划发展不明确，未形成现代化的开发

管理运营模式，产业结构需要调整、优化和提升。

第二，旅游及文化方面所提供的产品同质化严重，未能有

效体现当地特色，与众多民俗景区差异化较低，在旅游资源、

文化传播资源、相关配套服务产品等方面均存在同质化。

第三，旅游文化的整合度低，旅游文化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模式单一，附加值低，未形成合力长效的区域旅游

片区服务，造成无法长期持久保持对游客的吸引力。

第四，产品单一化，大部分景区以旅游观光为主，休

闲体验类项目较少。如以永泰县的云顶山和青云山景区观

光为旅游主线，游客仅实现了“到此观光”，缺少休闲体验

和极具参与感的旅游项目。同时对当地传统文化、民俗文

化、历史文化的开发不足，没有将景观旅游、生态养生、

文化学习、资源开发等结合发展。

第五，旅游产品附加值低，对于配套衍生的旅游文化

服务产业未进行开发，如酒店、休闲、文化宣传、当地资

源开发等方面未深入挖掘，导致当地的旅游整体产业发展

较为落后，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力。

第六，对于旅游文化资源的规划开发不足，导致许多

外地人对当地认识片面化，提到永泰县，先想到云顶山、

青云山等，殊不知还有诸多人文资源以及令人震撼的连绵

几公里的榕树景观资源。需要引入优良团队对当地的各种

资源进行筛选、分类，加大推广力度，打造城市名片，增

强城市竞争软实力。

三、永泰县体验式全域旅游开发可行性对策

渊一冤 永泰县体验式全域旅游可行性
1.政策支撑

根据永泰县城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城市性质、发展目标、

用地布局等规定，吸收了国内外城市景观绿道系统规划和

建设的先进理念，科学制定城市规划区中各类景观绿道系

统的发展指标，合理安排各类绿道建设，达到保护和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优化人居环境、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环境支撑

永泰县以生态功能区引导全区土地利用、产业布局和

生态建设，以大樟溪为主体构建贯穿项目各功能片区的生

态廊道，保证城市内部生态联系畅通，维持和加强作为生

美丽乡村背景下体验式全域旅游开发的思考
———以福州市永泰县全域旅游规划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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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随着体验式经济的发展袁 传统的乡村旅游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变化的需求遥 同时袁 面对着旅游产品单一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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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背景袁 以永泰县全域旅游规划项目为例袁 从体验式旅游视角袁 通过对永泰县全域旅游规划项目的综合分析袁 为永泰
县美丽乡村县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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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要栖息地的自然山体、植被和水体之间的联系。

3.技术与财政支撑

永泰县体验式全域旅游项目采用 PPP模式实施并开展

项目建设，县政府和大型国企、央企和知名企业共同合作，

引入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对项目进行投融资、建设、运

营、开发的全方位控制，为项目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持和资

金保障。

永泰县当地政府也积极与国内的大型企业、机构和团

体合作，举办大型的活动，如自行车赛、文化论坛、民俗

节等，从政策、政府的角度为建设新永泰提供帮助。

4.符合当地老百姓意愿

通过对拟建项目的民意调查，绝大部分居民渴望进行

项目的建设和全域旅游体验式项目的开发。体验式旅游项

目的开发不仅可以促进永泰县全域旅游的开展，还可以带

动当地村民充分就业，衍生其他相关行业的同步发展，使

得当地村民实现零距离就业，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有助

于提高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渊二冤 项目实施目标和对策
1.永泰县体验式全域旅游项目的实施目标

永泰县体验式全域旅游项目的开展应围绕“美丽乡村”

的基本标准，从总体上应体现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

行为美，以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之间

的关系，科学规划、发展生产、宽裕生活、文明乡风、整

洁村容、民主管理，可持续发展宜居、宜业的乡村为建设

方向。

同时，《美丽乡村建设指南》中也强调了规划引领对

于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性，突出因地制宜、村民参与、合

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四大规划原则，并点明了房屋建筑、

公共服务和管理设施、基础设施、生产经营设施用地、环

境卫生设施、防灾减灾、人文景观保护与利用等村庄规划

的基本要素，为村庄规划的编制提供了指导，这些也包含

在永泰县体验式全域旅游项目的实施目标中。

2.永泰县体验式全域旅游项目的对策

永泰县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从体验式

全域旅游的角度出发，为达到最大程度地呈现永泰县当地

的山水风光和人文风情，项目中规划了“古镇人文”“山

田水韵”“奇景逸趣”“田园风光”“山水揽胜”“山韵

奇峰”六个节点，分别围绕永泰县的嵩口古镇人文风情、

大樟溪沿线的两岸山地田园风光进行因地制宜的景点设置。

拟建设公共交通集散体系贯穿整个体验式全域旅游，

也作为客流疏导中心，体系包括游客集散中心、公共交通

客运中心、嵩口二级游客集散中心三大规划板块。游客集

散中心是体验式全域旅游的出发点，游客到达永泰县的第

一站，因此，体系中的三个中心在规划建设中融入了贴近

游客体验式感受的内容，设置游客综合服务区、城市候机

楼及旅游集散区、文化会展区、商业中心区，确保了游客

在一落地就能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由式的消费方式提

供给游客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让旅游无负担，身心得到

休息和放松。

3.永泰县体验式全域旅游优势分析

永泰县体验式全域旅游在建设中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符合因地制宜地美丽乡村建设要求，项目的开展具有以下

优点：

第一，积极发展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永泰县全域旅

游的产业定位能做到精准，特色鲜明，向做特、做精、做

强发展，结合当地地理环境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项目的

开发。

第二，努力营造和谐宜居的美丽环境。永泰县全域旅

游不仅是旅游，更是为人民提供一个宜居的舒适环境。

第三，彰显特色的传统文化。永泰县全域体验式旅游

的项目中应融入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标

识，与体验式旅游共同发展。

第四，便捷完善设施服务。永泰县全域体验式旅游在

开发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基础设施的完善，自来水是否符

合卫生标准，生活污水的排放是否达标，垃圾的处理以及

道路交通设施的完善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才能确保服

务整体质量有一定的保障。

四、总结与建议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从体验式旅游视角，

通过对福州市永泰县全域旅游规划项目的综合分析，进行

相应的总结如下：

一是坚持突出特色。从永泰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出发，发展特色产业，传承传统文化，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防止千村一面。依据

永泰县特色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科学确定培育对象，防

止一哄而上。

二是坚持市场主导。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

用，政府重在搭建平台、提供服务，防止大包大揽。以产业发

展为重点，依据产业发展确定建设规模，防止盲目造乡。

三是坚持深化改革。加大永泰县全域的体制机制改革

力度，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规划建设管理和社会服

务管理。推动永泰乡村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打造创业新平台，发展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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