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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乡村旅游策划研究
陈红宇

（城镇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00）

摘要 ：乡村旅游者充分利用农村区域的优美景观、自然环境和

建筑、文化等资源 ；现代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的贡献不仅给当

地增加了财政收入，还给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还给当地

衰弱的传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乡村旅游业已成为乡村新常

态下经济增长新引擎。未来的乡村旅游六大要素由传统的“吃

住行游购娱”向“商养学闲情奇”的转变将是新常态。在新的

转变下，乡村旅游策划也应有所转变和突破。以太仆寺旗贡宝

拉格苏木政府驻地炮台营子风情马镇为例，探讨现代乡村旅游

策划机制、旅游策划空间布局和旅游产品的策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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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现代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据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测算，每年的三个黄金周，全国城市
居民出游选择乡村旅游的比例约占 70%，每个黄金周形成大
约 6000 万人次的乡村旅游市场，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新
的增长点。乡村旅游业已成为乡村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引擎。

1.2 现代乡村旅游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乡村旅游业快速成长起来，农
家乐作为人们渴望回归自然的亮丽载体，受到人们普遍的推
崇。乡村旅游六大要素由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向“商养学
闲情奇”转变将是新常态。培养和挖掘乡村旅游和生态农庄文
化要素，促进乡村旅游和生态农庄的转型升级。总体上形成乡
村景区化、农民多业化、资源产品化的发展态势。

2 太仆寺旗炮台营子乡村旅游开发潜质分析
2.1 地区概况

2.1.1 自然条件方面
太仆寺旗地处阴山北麓，属中温亚干旱大陆性气候区。年

平均气温 1.4℃，年降水量 350 毫米，无霜期 100 天左右。
2.1.2 交通区位方面
太仆寺旗位于内蒙中部，贡宝拉格苏木位于太旗最南端，

是“桥头堡”的最前沿。炮台营子是贡宝拉格苏木政府驻地，
扼守锡张高速和 207 国道两条交通大动脉，区位优越。由北京
至炮台营子车程约 3 小时，未来随着京张城际铁路开通运行，
炮台营子的交通优势将更为显著。

2.2 开发优势

2.2.1 政策优势
大形势下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①，要积极开发农业

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当
地政府重视旅游发展，结合牧民安置工程欲打造旅游小镇。

2.2.2 生态资源
贡宝拉格苏木总面积约 850 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面积约

707 平方公里，占苏木总面积的 83%，是苏木最大的自然资源。
清初曾是皇室御马场，专供皇室御马和肉食，如今是唯一汇集
九大类型草原、距北京最近的天然草场，素有“天堂草原”之称。

2.2.3 浓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源远流长的御马文化，清康熙十四年至二十三年，建立太

仆寺左翼牧场，直属太仆寺衙门，专供皇室御用军马、肉食、
奶食和祭祀用品。直至 1906 年，太仆寺左翼牧厂作为皇家牧
厂存在 200 余年，历史上最多养育过 7 万多匹御马。

2.3 开发劣势

2.3.1 资源同质，地域文化不突出

全蒙范围内的诸多乡村旅游产品呈现雷同多现状，千篇一
律的草原旅游和滑雪场。在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中过于依赖
农业资源和自然资源，缺乏文化内涵，地域特色文化不突出。
因此，在突出特色文化的同时，要寻找差异化的旅游发展路径。

2.3.2 旅游时段存在空白期
由于气候限制太仆寺旗的现状旅游季只有 7 到 9 月，其冬

季时段的旅游尚未开发。应延长旅游季并填补冬季旅游空白。
2.3.3 产业结构失衡
产业结构单一，一产比例较重，二、三产发展不良。大多

数牧民从事畜牧业生产，可通过发展旅游业调整产业结构，增
加牧民就业机会，改善牧民生活条件。

3 太仆寺旗炮台营子乡村旅游策划
3.1 旅游产品形象定位

将炮台营子小镇打造成以“吉祥草原，中国马都”为主题
的集文化娱乐、影视基地、休闲养生、观光度假、餐饮住宿、
民俗体验、长居短憩于一体的特色主题旅游集散小镇。

3.2 旅游策划策略

3.2.1 农民多业化
牧民安置与旅游项目相结合，引导牧民参与乡村旅游机

制。在乡村旅游初期，村民可为游客提供马匹供游玩、提供绿
色蔬菜和野菜供食用，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可逐步形成“马
匹养殖户”和“绿色蔬菜户”等专业户。也可将牧民安置与旅
游相关的经营活动相结合，发展为牧民之家、生态住宅等形式
获得收益。

3.2.2 乡村景区化
整合全苏木旅游资源，依据分布情况可可游性资源分析，

将全苏木域内分为五个旅游景区，御马主题景区、遗址展示景
区、民俗体验景区、休闲度假景区和农业观光景区，其中重点
发展御马主题景区。御马主题景区 ：位于贡宝拉格苏木。结合
御马苑旅游区、风情马镇，共同打造京北草原御马主题景区。

3.2.3 旅游项目全时全季化
延长夏季旅游时段，增添冬季旅游，丰富全年旅游项目。

发展全年旅游要依托地域特色民俗活动、传统节庆、民间宗教
等文化资源通过开发一系列民俗观光、集市活动、休闲娱乐、
文化体验、特色餐饮等冬季旅游产品。例如 : 民俗游戏冰雪游
乐、创意手工集市、土特产品展销集市、特色餐饮、节日祭祀
和地方民俗展示等。

图 1 风情马镇四季旅游策划（来源 ：作者自绘）

3.3 风情马镇旅游策划空间布局

依据马镇各功能组团和交通路线，旅游空间布局结构“一
心一环、三区”。   

“一心”是蒙元风情小镇，是马镇的公共服务中心，是马
镇开发建设的核心。包括神骏广场、察哈尔迎宾广场、蒙马影
视街、蒙元演艺中心、蒙医药会所、旅游服务中心。

“一环”是那达慕乐活营，体现蒙古族体育文化的大型室
外竞技场，其旅游建设项目有祭敖包广场、各类运动场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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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匹专属用道。在这里设计标准赛事场地可举办国际性马术
锦标赛。

图 2 风情马镇旅游策划空间布局（来源 ：作者自绘）

“三区”是指围绕那达慕乐活营在外围布置的汗马乐园、
一日牧民体验区和草原休闲度假疗养区。以产业多元化为宗
旨，将汗马乐园主要以马产业为依托，以少量养殖、手工制
造为支撑，其中设置温室跑马训练场、温室养殖场、蒙古族
饮食和饰品服饰的加工厂。一日牧民体验区以牧民安置区为
主要建设项目，以牧民之家或农家乐的形式，增加了草原旅
游中的“野趣”，即解决了牧民安置问题也为其提供了就业机
会。草原休闲度假疗养区为高端住宅区，为游客提供“第二
住所”，实现长住短居的旅游地产。该片区建有高端疗养会所、
康体养生中心。

3.4 旅游活动及项目策划

以资源产品化为原则，策划一系列的旅游项目，打造全时
全季旅游小镇。

3.4.1 民俗风情体验
结合公共服务设施设置以体现蒙古族民俗风情为主的活

动，如：迎客仪式（印象马镇表演）、乘勒勒车观光、民俗演艺（婚
礼、服饰、歌舞）。并且开辟影视基地专门划定一段街区建设
影视拍摄基地，规划建设影视拍摄基地，影视基地内部功能为
民俗美食街、草原酒吧街、工艺品集市，满足小镇商业消费的
需求。

3.4.2 夏季 / 冬季那达慕大会
那达慕乐活营区大草原主要承办夏季 / 冬季那达慕大会，

主要包含祭敖包仪式、赛马、摔跤、射箭及延伸项目马球、骑
马射箭、曲棍球、卡丁车、沙滩摩托车、田径、拔河、篮球
等。在非那达慕节季可举办马术锦标赛、草原音乐节、沙雕、
雪雕（冬季），也可用作婚庆摄影基地。该区域推出以骑马游
览为主体的“走马观花”自驾游，尽享马带给人的愉悦和刺激，
同时在景区内推广马车、马爬犁等交通方式，突出了马镇主题。

3.4.3 汗马乐园
以马术俱乐部为基础，组织马术比赛、马术盛事，推动马

术的发展。定期组织国家级、地区级的马术邀请赛，提高中国

马术竞技总体水平。同时以举办赛马为契机，并对品质优良，
血统优异的赛马在配种、繁育方面提供支持，促进国内、区域
马种交流，从而丰富马种基因库。在景区内开展涉马饮食、马
周边产品销售，也是景区的重要经济增长点。设计并开发涉马
产业文化饰品，如马鞭、袖珍马鞍、马靴等，从而带动区域手
工业发展，促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促进地区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通过举办这些比赛吸引客流，拉动景区及周边
地区经济发展。

3.4.4 一日牧民体验
主要以牧民之家或农家乐的形式建设牧民之家和草原客栈

方便游客进住家体验牧民生活。在其周围建设房车营地和篝火
基地，让游客可以选择自助的方式亲近自然。

3.4.5 商务疗养基地
草原休闲度假疗养区“吃住行游购娱”向“商养学闲情奇”

转变中“商”和“养”需求最大，因此引入地产式开发模式，
建设草原别墅、住宅等，同时完善附属配套设施。可承办学术
会议打造草原学术度假，也可在冬季年末岁尾时承接企业或公
司的年终旅游派对。同时建设草原高尔夫和草原食疗中心，吸
引游客在此享受高品质休闲度假。

结语 ：通过炮台营子风情马镇的案例，阐述了现代乡村旅游策
划机制、旅游策划空间布局和旅游产品的策划思路。在未来
现代乡村旅游发展趋势就是培养和挖掘乡村旅游和生态农庄
文化要素，促进乡村旅游和生态农庄的转型升级。总体上形成
由“吃住行游购娱”向“商养学闲情奇”转变发展态势。依
照此发展趋势，乡村的旅游策划也应有所转变，挖掘文化内
涵，寻找自身特色，从众多相似的乡村旅游中脱颖而出，成
为业内典范。

注释
①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重视乡村旅游，中国经济网，2015.2.2

②太仆寺旗旅游发展规划（2014-2020），太仆寺旗旅游局，

2014.3.7

③锡林郭勒盟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2013-2020），中国社会科学

院旅游研究中心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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