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3

政策指南Z

做精做优乡村休闲旅游业

保护生态资源和乡土文化
●保护好森林、山丘、湖泊、溪流、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利用好稻

田、茶园、花海、牧场、养殖池塘、湖泊水库等田园风光。

●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灌溉

工程等农业物质遗产，传承好民族民俗文化、传统手工艺、戏曲曲艺、渔歌、

渔港文化等非物质遗产。

发掘生态涵养产品
●发展生态观光、农事体验、户外拓展、自驾旅居等业态，开发森林人

家、林间步道、健康氧吧、温泉水疗、水上漂流、滑草滑沙、星空露营等产

品，打造一批循环农业、生态农牧、稻渔共生等生态样板。

培育乡村文化产品
●深入发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活

态文化，打造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乡村文化项目。

●发展历史赋能、独具特色、还原传统的乡村民宿经济。

●制作乡村戏剧曲艺、杂技杂耍等文创产品，创响“珍稀牌”“工艺牌”“文

化牌”的乡土品牌。

打造乡村休闲体验产品
●开发“看乡景”产品，建设采摘园、垂钓园、风情街、民俗村、农业

主题公园等景点，发展景观农业、观光采摘、休闲垂钓、特色动植物观赏等

业态。

●开发“品乡味”产品，鼓励优质特色农产品实现地产地销、就地加工，

发展乡味食堂、风味小吃、特色食品，培育精品农家菜和厨艺达人，举办乡

土菜、农家宴推介和大赛。

●开发“享乡俗”产品，发展民族风情游、民俗体验游、村落风光游等

业态，创设村歌、村晚、旅游演艺、节庆展会等节目。

●开发“忆乡愁”产品，发展文化体验、教育农园、亲子体验、研学示

范等业态，开展“体验乡村休闲、感悟乡土文化”“乡味从未散去、回首已

是千年”等活动，讲好乡村故事，吸引居民望山见水忆乡愁。

提升乡村休闲旅游水平
●以“绣花”功夫抓好乡村环境治理，以“标兵”姿态抓实乡村生活垃

圾分类，以“园丁”精神抓好美丽庭院、美丽田园、美丽山水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