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阳乡村旅游开发初探

麻桃红 (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丽水323000)

摘要  从乡村旅游的概念及其多维价值入手 , 结合河阳村的丰富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 , 系统地提出了河阳村乡村旅游开发的构想及具
体举措, 希冀能为河阳乡村旅游的发展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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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 ng withthe concepts and the multidi mensional value of rural tourism, and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abundant tourismresources of
Heyang village , the development conception and concrete action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 It was expected to supply some reference for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rural tourismin Heyang vill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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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阳村是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 , 三面环山, 一面

临水 , 位于该省丽水市缙云县的新建镇境内, 距缙云县城

16 km。据《义阳朱氏宗谱》载, 公元933 年, 河阳朱氏始祖朱

清源( 吴越王的掌书记) 为避五季之乱而携弟定居缙云 , 因其

原籍为河南信阳, 故取名“河阳”, 以示不忘祖之意。河阳村

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文化底蕴深厚, 朱氏历代祖先以耕读传

家, 重农经商, 人才辈出, 富甲一方。宋元两代曾出八位进

士, 形成“义阳诗派”。村内现存的元代村庄设计布局、明清

古民居建筑群、祠堂、庙宇、牌坊、石桥、壁画、诗句、匾额、雕

刻, 堪称“中国民间艺术一绝”的河阳窗花剪纸, 历代农民起

义军遗迹, 以及古色古香的民俗活动, 构成了江南罕见的千

年文化古村。因此,“千年古村街巷门墙书皆文章 , 百栋旧第

厅廊柱磉皆学问”是河阳村的生动写照。

河阳村古建筑规模宏大, 设计独特, 古雕刻艺术高超, 古

文化韵味浓厚, 民风民俗古朴, 是现代人访古探幽、欣赏研究

中国古文化的绝妙之地。河阳村旅游始于2000 年国庆, 经过

近6 年的发展, 已相继开发开放了一大批旅游景点, 取得了

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 河阳村的旅游仍处在初级

发展阶段 , 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修缮与开发工作还未开展。因

此, 顺应2006 中国乡村旅游年的潮流, 笔者提出科学的乡村

旅游开发构想, 以期将河阳村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发展优势, 通过旅游开发利用来保护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 对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

1  乡村旅游概述

1 .1  乡村旅游的概念  乡村旅游始于1855 年的法国, 参议

员欧贝尔带领一群贵族来到巴黎郊外农村度假, 他们向当地

人学习制作鹅肝酱馅饼, 伐木种树, 挖池塘淤泥, 欣赏游鱼飞

鸟, 学习养蜂, 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 , 此后 , 乡村旅游便开始

在欧洲悄然兴起。我国乡村旅游萌芽于20 世纪50 年代, 当

时因外事接待工作的需要, 在山东省石家庄村率先开展了乡

村旅游活动, 随后不久, 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乡村旅游。随着

时代的发展 , 久居城市里的居民被紧张的生活节奏、激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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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竞争和无法释放的精神与现实的压力折磨得身心疲惫 ,

他们开始向往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悠闲清静的乡村生活。

因此, 回归大自然的乡村旅游渐成为世界旅游的新潮流而倍

受旅游者的青睐。近几年, 乡村旅游增势迅猛 , 据统计, 每年

有1/ 3 以上的西班牙人在全国1 306 个乡村生态旅游点中度

过季节休假。我国国家旅游局也将2006 年中国旅游的主题

定位为“乡村游”。

目前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的称谓有近十多种, 许多专

家、学者对乡村旅游及其多种称谓作过不同的界定。笔者认

为, 乡村旅游是以特定的历史文化景观、传统的民族习俗、农

业文化景观、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乡野农村的自然风光和生活

方式为资源依托, 融观光、考察、学习、度假、娱乐、购物于一

体的一种生态旅游活动。按资源特征, 可将乡村旅游分为两

大类, 即以特定的历史文化景观、传统的民族习俗为主要吸

引物的古代乡村旅游; 以生态农业景观、农事生产活动为主

要吸引物的现代乡村旅游。

1 .2 乡村旅游的多维价值

1 .2 .1 经济效益。关于在农村发展乡村旅游的经济价值 ,

早在1992 年国外旅游界专家就提出, 旅游业是解决农村经

济问题的突破口。农村旅游业能将农村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通过其独特的先导性和强劲性的产

业带动力 , 可实现“开拓一处景观 , 致富一方乡亲”的目标, 为

农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乡村旅游业使村民通过直接参与旅游规划、开发、经营 ,

直接获取经济收益。村民可通过利用本地的新鲜蔬菜、水

果、水产、土特产 , 参与旅游接待活动, 这样既满足了游客的

吃、游、购、娱等各种需要, 同时也带动了农副产品、土特产品

和手工艺品的产销活动。湖南浏阳市洞阳乡中源村自2000

年开发乡村旅游以来 , 全村40 户农家每户增加纯收入3 000

多元, 相当于发展旅游前全年的纯收入 ; 云南香格里拉霞村

通过发展村寨旅游, 顺利实现脱贫, 农民人均收入已超过云

南省经济的温饱水平; 七个欧盟国家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农

村收入在近十年中以年均15 % 的速度增长。国内外一系列

乡村旅游的发展实践也说明: 乡村旅游业是一种投资少、见

效快、效益好的农村经济发展方式。

1 .2 .2 社会效益。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经济差距在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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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 如何减少城乡居民的差距已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

之一。一方面, 乡村旅游业能吸引城市居民前来消费, 增加

农村居民的收入, 从而实现城乡互动, 逐渐消除城乡之间持

续增大的差距, 实现城乡区域间平等、公平、协调、持续的发

展。另一方面, 乡村旅游业是一种服务性极强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 能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向接待服务、运输建筑

等行业 , 从而加速乡村非农化进程。

此外, 大量旅游者的来访, 能促进当地村民观念的更新

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同时, 在当地旅游开发部门的引导和管

理下, 村民自身将更注重家庭精神文明的建设 , 从而逐渐使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走上正轨。

1 .2 .3 生态效益。乡村旅游业不仅是继承和发展乡土传统

文化的有效途径, 还是解决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资金问题的

最佳途径。村民通过旅游开发的实践会逐渐认识到保护原

始生态和传承社会文化的重要性 , 保护这些也就等于保证自

己的经济收益。村民的环境卫生、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

的提高, 可为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云南碧塔海藏民在参与旅游的开发中获得效益后, 主动参

与到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中去, 有的还自觉担任环保义务宣传

员和清扫景区垃圾。

另一方面 , 在旅游开发中, 农民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实

施科学种养, 将减少农牧产品的生产周期, 提高生产率, 可避

免“追求高产出的高投入”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和农业环境恶

化, 从而保证乡村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2  河阳村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依托

河阳村聚集了5 个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 表1) , 旅游资

源单体数共计19 个。河阳村蕴藏着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 ,

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村落风貌、浓厚的封建宗法文化、独特

的农耕文化、浓郁的乡土风俗及优美的生态环境, 为乡村旅

游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河阳村可凭借其古建筑、特色地

方文化, 结合农事生产活动及乡野农村的自然风光, 走古代

乡村旅游与现代乡村旅游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表1 河阳村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汇总

旅游资源单体名称 所属类型 等级

河阳古民居 特色社区 4

廉让之间 传统与乡土建筑 3

循规映月 传统与乡土建筑 3

虚竹公祠 祭拜场馆 3

河阳码头墙群 建筑小品 3

2 .1 精妙的传统民居建筑 河阳村有保存完好的十大明清

宗族庄园式古建筑群。院落的平面布局上多为严谨的四合

院厅堂楼屋式砖木结构, 中轴线明显, 左右对称、主次分明。

一宗族建筑群由两大院组成, 中间以风火弄堂相隔, 有三面

楼与四面楼之分, 墙体为青砖白粉墙, 屋面双坡均为小青瓦。

答樵路上30 多个马头墙此起彼伏, 错落有致, 集河阳古民居

外墙建筑的精华。建筑群内生活设施齐备, 一扇大门关断一

切, 于是有“关断十八间”之称, 具有五世同居、紧闺门、防盗

贼之功。

河阳古民居讲究装饰, 集木雕、石雕、砖雕于一体, 工艺

高超。从屋外到屋内、从地面到屋顶, 随处可见风格各异的

雕刻, 有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寓意图案、戏剧人物、历史典故

和题词书法等, 使整个建筑显得古朴典雅、富贵端庄。

2 .2  丰富的古祠堂、寺庵、牌坊、石桥等古文化遗存  除精

妙的传统民居建筑, 河阳村还有古祠堂、古寺庵、古牌坊、古

石桥、古壁画、诗句、匾额、雕刻,“一溪两坑”水系、“一街五

巷”等元代村庄设计布局等遗存。河阳村现存明清古祠堂多

达15 座 , 其中以八角亭祠堂最为典型。它是清咸丰年间由

7 .6 万石工和6 .7 万雕刻工按苏州祠堂图样花4 年时间建成

的。整座祠堂雕梁画栋、精美豪华, 其中雕砖样式达72 种 ,

地面由天井鹅卵石铺就各式图案, 内有八角亭和戏台, 有一

对花了3 筐铜板由人工磨制而成的青石鼓。河阳村旧时有

寺庵31 座 , 现存古庙宇5 个,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宋代古刹

———福昌寺最为典型。它是缙云县最大的佛教寺院, 香客盈

门, 寺院内古木、翠竹成荫, 有丽水市仅有的“五百罗汉堂”,

有清代朱立成《群仙高会赋》真迹。河阳村牌坊以“八士门”

牌坊为代表, 它是元朝为纪念河阳村八进士而建的一座门楼

式建筑, 是河阳人耕读文化成功的标志 , 也是河阳人最引以

为豪的建筑, 明太祖朱元璋为嘉褒河阳村辉煌的科举业绩而

御赐的一对石“稀罕”至今仍屹立在“八士门”前。河阳村“一

溪两坑”水系、“一街五巷”( 一街即古街) 的村庄布局均为元

代村庄设计遗存, 古街是河阳村的中轴线, 它聚集有4 个古

建筑群、6 个朱氏宗祠、32 间古店门, 左右各有5 条横巷与之

交叉。

2 .3  浓厚的宗法文化与独特的耕读文化  河阳人崇尚“阴

阳风水”, 具有强烈的“宗族观”, 在河阳古村落里, 到处弥漫

着中国封建宗法文化。河阳村“依山建屋, 傍水结村”是因借

自然山水的“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河阳村选址时, 占

据“五龙抢珠”的风水宝地, 出于保住河阳风水才气, 避免河

水穿村而过而人工开凿八字形的“护村河”, 犹似两条龙须将

整个老村包围。直至今日, 河阳人仍将宋元时期祖上“迭登

进士, 大夫、郎宫相接踵”归因于“乡都之占形胜者, 辄以河阳

为称首”。宗族观 , 是以血缘为基础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一

切关系。河阳人每年春秋两祭, 小房门朝大房门开的内聚状

空间结构及“正房长辈居, 厢房晚辈住”等习俗 , 都将对祖宗、

长辈的敬畏与尊崇的宗族观体现无遗。村内尊卑有序、大小

有别、宏简各异的多个宗祠, 也正是出于“光宗耀祖、激励子

孙”而建造的。

河阳人向来崇尚“耕为本, 读可荣”的“耕读传家”思想 ,

即以农耕为基础, 走读书、中举、做官之路的理念。河阳人凭

借经商所积聚的力量, 会有意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向人们宣

示、渗透着“耕读传家”的理念。这一理念渗透在旧宅民居

中, 弥漫在宗祠、书院、八士门等古建筑中。“耕读传家”四字

高悬于宗祠之上, 连后堂伙舍的门上也刻着“读万卷书才显

眼界, 种千钟粟足活心田”的联语。

2 .4  田园式的农耕生活和浓郁的乡土风俗  受传统“耕读

传家”理念驱使 , 河阳人重视农业, 大部分村民以农耕为生 ,

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农耕生活。在阡陌交通的田园间 , 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是乡村生活的写照。

经历了近千年的文化承传和生活积累, 河阳村已具有其

独特的民风民俗。古时河阳朱氏是缙云县的名门望族 ,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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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家闺秀待字家中刺绣、剪纸镂金的风俗。河阳剪纸制作

工艺精巧, 有浓郁的江南风味, 流传至今已有400 多年的历

史, 在全国剪纸艺苑中独树一帜 , 作品曾在1994 年入选由文

化部组织的“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 堪称“中国一绝”。饮

食习惯上, 常年以腌菜、干菜和由萝卜制成的菜头芥、菜头丁

为当家菜, 肉类、豆腐只有上客登临才得以享受。河阳人上

桌吃饭最忌讳敲击碗筷 , 做客留饭盛饭不可堆成尖, 徒弟等

师傅搁碗后才可吃饭。河阳人的婚嫁、葬礼仪式也独具个

性, 嫁女出村, 娶媳妇进村 , 亲人辞世, 都得经过“八士门”。

2 .5  优美的生态环境 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河阳村

先民在村庄的选址、营造居住建筑时, 都特别讲究地理方位 ,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依山傍水而建村, 将围合平原、

流动的河水、山林资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因此, 河阳村三

面环山, 一面临水, 整个河阳村宛如一幅“以山水为血脉, 草

木为毛发 , 烟云为神采”的大自然原始风光图, 具有优美的生

态环境。

3  河阳乡村旅游开发构想

3 .1 定位  结合河阳村的旅游资源特色, 可将该村的旅游

主题定向为“以古建筑文化类为主, 以农业生态类为辅的乡

村旅游”, 即旅游者在古民居游览区食、宿、娱、购、体验古文

化的同时 , 也去有乡村特色的农耕文化区体验乡土文化。这

与当前的乡村旅游热, 度假型、文化型、生态型旅游越来越强

劲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旅游客源市场可以长江三角洲地区、

近地的城镇居民, 中青年学生, 研究者为主要构成, 同时还应

兼顾怀旧、访古的老年居民。

3 .2  项目策划  河阳乡村旅游项目的策划可从古建筑文

化、农事活动、剪纸文化三方面入手, 开发出具有观光、考古、

教育、休闲、娱乐等功能的系列产品。

3 .2 .1 文化展示项目。可通过静态展示和动态展示两种方

式来展示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风貌。静态展示如古村落整

体风貌可通过代表性的四合院落、古祠堂、古牌坊、古桥、古

井、民俗陈列等加以展示; 动态展示主要体现在河阳村村民

淳朴的乡土文化生活中, 可开设“河阳剪纸、窗花制作厅”, 将

堪称“中国一绝”的河阳剪纸以动态制作的形式展现给游客。

3 .2 .2 文化参与项目。可利用河阳村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

文化, 开发文化参与型旅游项目。如, 可利用农耕文化和400

多年历史的剪纸文化, 营建剪纸艺术工坊, 让游客亲自参与

河阳剪纸制作, 并购买自己尝试加工的工艺品 ; 可让游客住

进农家, 做一做农家饭, 下田农耕, 上山砍柴, 体验河阳农民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还可种植优质水果和无公

害蔬菜等 , 鼓励游客自己采摘选购。这些既有浓郁地方特色

又有趣味的活动, 不仅可调动游人参与的积极性, 还可增强

旅游产品的吸引力。

3 .2 .3 文化教育研究项目。河阳村独特的明清古建筑群、

地方传统文化、革命史迹、民风民俗等 , 都具有较高的教育与

研究价值。因此, 可策划以这一部分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

目, 使河阳村成为艺术、古建筑、考古专业人员的研究基地及

青年学生体验生活的基地, 重点打造“画人之家”写生基地这

一品牌。

3 .2 .4 休闲度假项目。可利用河阳村的庭院、果园、农田等

资源优势, 鼓励村民或企业主对典型民宅进行设备更新, 开

发“农家乐”旅游产品, 使久居城市的居民体验乡村人一日

作息, 到农家“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 领

略农村风光、农舍民情、农家饭菜、农事活动的乐趣。

3 .2 .5 回归自然项目。可利用河阳村原始的田园风光、优

美的生态环境, 开展田园风光写生、摄影、登山、烧烤等回归

大自然的旅游活动。

3 .3 开发原则

3 .3 .1 “保护第一, 开发第二”原则。河阳村的文化旅游资

源, 是河阳旅游开发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 也是河阳旅游发展

的核心资源。坚持“保护第一, 开发第二”原则, 就是在开发

以“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为指导方针, 加大对古民居保护力

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适度的开发。

河阳村古建筑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 历史的、自然的

损毁和人为破坏相当严重, 许多古建筑亟需修缮。随着外部

文化的传入, 纯朴的民风民俗、地方精神将逐渐被替代。所

以对这些文化旅游资源须加以严格保护并使之能够持续发

展。对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重在维护; 对受轻度破坏的雕刻、

门窗、墙体等, 要“修旧如旧”; 对破坏严重的, 应予以重建或

整修。只有将保护重于开发, 以开发促保护, 以保护保开发 ,

河阳乡村旅游才会长盛不衰。

3 .3 .2 “政府主导, 社区参与”原则。旅游开发在政府主导

下, 应有主次有先后地展开 , 以防止盲目的开发与破坏性的

建设。河阳村旅游正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因此, 政府应发挥

主导作用, 引导成立“居民旅游开发指导委员会”, 对古村落

保护和开发、招商引资, 旅游的规划、旅游配套设施的完善、

旅游宣传促销等工作全面系统的安排落实, 开办村民座谈会

或派专人指导监督, 帮助村民顺利开展旅游业。制定的旅游

发展规划应涉及旅游点的布局、风格要求、服务规范等, 并监

督执行 , 从而保障旅游业有序发展。

在政府的主导下, 应充分调动河阳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 让社区居民参与规划、开发, 并从中受益, 并对开办有特

色和收益好的村民给予褒扬。村民可在自己家里直接接待

游客, 这样既可给游客带来旅游文化真品, 有原汁原味之感 ,

又可增加村民的经济收益, 增强村民对古建筑、古文化的保

护意识。

3 .3 .3  区域联合原则。河阳村旅游起步晚 , 发展还未成熟 ,

因而其旅游吸引力相对较小。但河阳村处在开发成熟的仙

都景区附近( 仅半小时车程) , 有条件成为国家4A 级景区的

辐射区。另一方面, 河阳村古朴的乡村文化与仙都优美的自

然风光相映, 两者资源上可形成优势互补。因此, 河阳村可

借助成熟的旅游区———仙都, 采取有效的营销, 拓宽客源市

场。当河阳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可适时与仙都景区

进行区域联合开发, 共同打造缙云旅游品牌。

4  举措

河阳村要走乡村旅游发展之路, 在科学开发构想的指导

下, 目前应着重做好健全保护机制、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内涵、

策划旅游项目、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强化村民服务意识、加大

宣传促销力度等工作。

4 .1  建立健全保护机制 , 维护古村落原生态形象  河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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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最大卖点就是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然而村内

新旧建筑混杂, 特别是近几年部分村民新盖的现代化建筑 ,

严重影响了古村落的整体视觉协调。因此, 古村落的保护 ,

仅依靠少数居民的苦心经营无法满足保护和发展要求 , 必须

推行保护的社会化和市场化, 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

体系、公众参与体系、监督体系和资金保障体系, 以调动多方

力量支持村落发展 , 提高政府、地方和个人的保护意识。政

府和有关部门必须出台古建筑保护规划法, 包括绝对控制区

与环境协调区的划分、古建筑复原、现代房拆除、内部设施添

置、三线地埋、地面改造等, 并采取措施鼓励村民住内部现代

化外部仍呈现古建筑风格的旧居 , 以维护修缮古村落原生态

形象。

4 .2  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内涵, 提高旅游产品的“含金量” 

古文化是古村落的第一风景, 建筑是第二风景。进行古建筑

文化旅游开发, 就是从建筑的风格、规模中深度挖掘文化内

涵, 使旅游者感悟到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景观美学价值

和科学考察价值。河阳村古建筑规模宏大, 做工精致, 木雕、

砖雕、石雕巧夺天工, 将功能与艺术、实用与美观很好地结合

在一起, 独具江南明清建筑风味。河阳古民居除蕴藏精深的

建筑文化, 还浓缩了该村朱系特有的文化, 有以聚族而居为

根本的血缘家族制, 有以耕读为本的教育思想等, 值得细细

品味。游客如不识读乡土文化、建筑艺术, 对古村落的印象

会大为减少, 有“入宝山而空手还”之感。因此, 深度挖掘文

化内涵要在文字资料和导游讲解中做文章, 不能只简单介绍

建筑外形, 阐明历史故事 , 而须对建筑风格、建筑艺术以及建

筑雕刻、书法等所表述的文化精神要做适当钻研, 可适当穿

插建筑中所蕴藏的中国传统风水文化、宗谱文化及河阳人崇

尚的耕读文化、经商文化, 以提高旅游产品的“含金量”。上

海多伦路文化街将每一座有价值的建筑物墙上嵌入文字介

绍, 包括年代、屋主人情况、建筑风格和审美要点, 中英文版

兼有, 值得参考。这样, 游客在欣赏建筑外形的同时, 不仅可

品味艺术价值, 了解建筑知识, 也可感受到河阳人民通过建

筑所表达的文化精神 , 这对弘扬乡土文化、建筑艺术不无

裨益。

4 .3  丰富旅游项目 , 拓展旅游空间 河阳村旅游仅似一个

古建筑展览馆、民俗陈列室 , 游客走马观花地看一遍便返程

离开, 这种全靠门票收入的旅游业是不具备竞争优势的, 长

此以往 , 必将失去客源。因此 , 对河阳村旅游业而言, 丰富旅

游项目、拓展旅游空间、延长游客逗留时间、激发游客消费欲

望就显得尤为重要。可在原有的观光游览型旅游产品的基

础上, 增加参与性的特色乡村旅游项目 , 如, 设立让游客亲自

参与河阳剪纸的制作; 让游客住进农家, 当一天河阳农民等

体验型旅游项目。

4 .4 完善旅游配套设施, 提高可进入性  河阳乡村旅游开

发, 应遵循长远规划理念 , 搞好旅游配套设施 , 改善交通及环

境卫生条件。理想的旅游目的地应具有“进得来, 出得去, 散

得开”的可进入性, 即旅游者从外界可方便抵达旅游目的地

并且旅游目的地内交通也很通畅。河阳村具有交通的区位

优势, 所属的缙云县地处金温铁路和金丽温高速公路沿线 ,

但是从县城到河阳村路段的通畅度还有待提高。应加大县

城到河阳村路段以及村内路面建设、整修力度 , 增设旅游班

车, 以提高河阳的可进入性, 这对河阳旅游发展极其重要。

其次, 要完善游客吃、住、行、购、娱等各项旅游接待设施 , 特

别是有特色的能为游客提供“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

活、享农家乐”的“农家乐”服务点的营建。最后 , 村内绿化、

商业街、停车场、旅游公厕、垃圾桶、排污设施等旅游配套设

施的完善也至关重要。

4 .5  强化村民服务意识 , 保障高质量的旅游产品  乡村旅

游的一切旅游活动都是围绕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开展

的, 而河阳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习惯与旅游接待

服务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可通过

教育培训, 如定期举办旅游技能培训, 组织参加学习班等方

式, 来端正村民的服务态度, 强化旅游服务意识, 以打造高服

务质量的河阳乡村旅游产品。

4 .6  加大宣传促销力度 , 提高知名度  旅游开发的成功与

否与市场营销效果好坏密不可分。河阳村与外界信息沟通

相对不畅, 至今仍没有自己的网页, 许多游客不知晓河阳古

民居的存在, 其知名度有待提高。因此, 旅游开发应弥补这

一不足, 将营销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来抓。可印发大量旅游

宣传手册、书籍、光碟, 在主要高速公路段设置大型广告牌、

路标, 利用电视、电台、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多种媒体进行全

方位宣传; 可通过使河阳村成为影视基地来提高知名度; 通

过引导教育机构组织学生参观古建筑, 参与农事活动等专项

旅游来对其加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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