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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来到灵川县九屋镇易家村委甘草村的游客，都会发出一声惊叹：“天呐！农村
环境已经变得这么好了吗？”宽阔的进村道路在雨后干净得像新铺设的一样，村中的停车
位规划有序，特色墙画生动有趣，让人忍不住掏出手机来打卡留影，一栋栋两三层高的小
洋楼让住在城市中的人们羡慕不已……
  “我们的村民出去都是很自豪的。”易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易敬明回忆说，
“甘草村最火爆的时候，进村近三公里的路上停满了车，造成堵塞，交警都到村里来疏导
交通。”
　　甘草村的火爆燃起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但是，发展旅游的热潮似乎褪去得也
很快，甚至快得让村民都来不及反应，产业和旅游还没融合，人气却开始慢慢消减。
  “现在想起来真的很遗憾，我们怎么就没有抓住机会，把‘头回客’变成‘回头
客’，把乡村旅游真正做起来？”
  事实上，甘草村的遗憾不是个例，很值得深思。
  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今天，从城市到县区，到乡镇，到村屯，甚至是农户，都想乘
上乡村旅游的东风做出一番成绩。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让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如何把“头
回客”变成“回头客”的思考和探索就显得非常迫切。

　　此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通知，认
定 60 个县（市、区）为 2022 年全国休闲农
业重点县。其中我市灵川县上榜。在这份名
单中，四成以上的县休闲农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休闲农业农民就业占比均超过 60%。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 — 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年接待游客人数超
过 40 亿人次，经营收入超过 1.2 万亿元。乡
村旅游的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都很大。
　　桂林发展乡村旅游有得天独厚的资源。
今年春天，由赏花掀起的乡村旅游热潮席卷
桂林各个县区。雁山区柘木镇窑头村从单纯
赏油菜花演变成文化艺术节；灵川县三街镇
“稻薯花”乡村旅游示范区千亩油菜花引来
众多游人观赏；灵川县公平乡连片的紫红色

花海让游客流连忘返；灌阳县赏梨花、恭城
县赏桃花等，就连各类农家小院也大做赏花
经济文章。
　　今年桂林各县（区）、乡镇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也纷纷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例如，永福县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拓展
旅游新业态，推进“福寿田园”“九曲龙
溪”“大美青龙湖”“福寿神果”等现代农
业园区建成农旅融合景区；阳朔县杨堤乡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
展，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引导群众开设
特色“农家乐”饭馆、“民居旅馆”，建设
休闲观光采摘园，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越来越多乡村在逐步加大对乡村旅游产
业的投入，很多农户都在跃跃欲试。

桂林发展乡村旅游有得天独厚的资源

　　通常而言，乡村旅游是依托乡村生态、生产与
生活“三生”，以农村、农业、农民“三农”为主
体，开展观光、休闲、娱乐、度假活动的旅游形
态。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旅游景区与
开发教研室主任、教授陆军多年来一直关注研究乡
村旅游产业发展。他介绍，目前桂林乡村旅游发展
还处于比较初级的状态，停留在吸引游客来拍照、
吃饭的程度。在网络时代，一个乡村常因发在网络
上的一张照片而突然走红，归根结底来说，“新奇
特”为乡村旅游引来“头回客”，但火爆、人气往
往如昙花一现，发展后劲不足。
　　甘草村的火爆场面让易敬明念念不忘，这位
“ 80 后”村支书一直在思考如何让火爆场景再现
甘草村。
　　他告诉记者，甘草村火起来有一点“意外”。
甘草村 105 户， 460 人。当地的气候特别适宜种
柑橘，村里一直有种柑橘的传统，从温州柑到马水
桔再到砂糖桔、沃柑都种过。 2000 年大部分村民
因为砂糖桔市场行情好富了起来，现在村里的一栋
栋小洋房大多是那时候建起来的。
　　 2019 年甘草村又搭上了乡村风貌改造的东
风。村里的道路、基础设施等得到一次全面的提
升，村里的房屋绘上漂亮的创意墙画，被人发在网
络上一夜爆红。加上当地政府积极宣传， 2021 年
“三月三”期间，众多游客一下子涌进了甘草村，
甘草村第一次来了这么多“客人”，那火爆的场面
如今仍深深印在每个村民脑海中。
　　游客来了，村民有收益吗？易敬明遗憾的第一
点便是，只有少数村民参与其中。他说，由于村庄
“一夜爆红”，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有几户
人家开起了农家乐，最多的时候有 13 户村民开办

农家乐。也有一些村民把自家出产的青菜等农产品
在村里摆摊售卖。但村庄的火爆程度和村民的收益
是不成正比的，大多数村民与机会擦肩而过。村集
体经济也没有因这爆棚的人气而增加收益。
　　“当村民们意识到要把乡村旅游和产业相结合
的时候，游客怎么不来了？”易敬明在心里问了自
己无数次。这是他遗憾的第二点。他说， 2022 年
到 2023 年，甘草村的人气明显降了下来。记者采
访的当天是周三，村里十分安静，公共停车场空荡
荡的。他与村里最大的合作社灵川县惠丰果蔬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李戍喜一同分析认为，很多游客被墙
画吸引而来，打卡过后就走了。第一次来打卡的客
人可能会在这里吃农家饭，但回头再来的人明显少
了。“要有东西让游客停下来。”这是他们总结出
来的“经验”。
　　如何让游客停下来？他们做出的尝试是在进村
道路两边近 200 亩地里种上大棚草莓、油菜花，
为游客营造更为丰富的体验。但他们发现，除了有
花和草莓的季节能把客人吸引来，一年之中其他的
时间仍是乡村旅游的空白期。“由此可见，我们还
要继续动脑筋，还要增加能让游客留下来的因
素。”
　　乡村旅游对于农村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甘
草村是尝到了甜头的。也正因如此，村民对于探索
如何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也更愿意绞尽脑
汁。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乡村旅游难有“回头
客”原因有几点：一是缺乏合理有效的规划和策
划，导致开发中存在较大盲目性，人工痕迹过于明
显，城市化倾向影响到乡村旅游的特色。二是开发
产品特色少、同质化严重、整体水平偏低、配套设
施不完善等。

乡村旅游火爆“昙花一现”症结在哪？

  陆军教授认为，要把“头回客”变成“回头
客”，桂林乡村旅游发展最主要的问题是实现乡村
旅游的提质升级。其中，如何做好乡村旅游的经营
管理是问题的核心。
　　陆教授在实际调研中发现，桂林乡村能把人留
下来的项目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少。项目少的原因在
于，目前乡村旅游发展大多是村子“走红”后农民
自行进行管理，缺少专业的团队，对项目的设计缺
乏专业的经验。
　　把农产品转化成旅游产品，是农业和旅游融合
发展的追求之一。目前大多数的农村留守老人居
多，缺少能组织业态发展的群体，即使人们能把农
产品生产出来，但缺乏包装，营销出现难题，无法
让农产品顺利转化成旅游产品。
　　当前，桂林不少乡村“走红”后，以卫生保洁
费的形式向游客收取费用。陆教授说，他在调研中
发现，乡村旅游的客源主要是城里市民，收取 10
元以内的费用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但是收取费用后场地内的业态不够丰富、景观不够
独特的话，就极容易造成人们来了一次就不再来。
因此，在乡村旅游中弱化门票经济、想办法抓住游
客的二次或三次消费的做法，更值得推崇。这在桂
林已经有了一些好的尝试。例如，在灵川大圩，村
民向游客收取停车费，但游客在景区内进行二次消
费如餐饮、游玩等项目后，则可以免掉停车的费
用。如此一来，既确保了景区的基本收入，也为游
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体验。
　　在陆教授的观点中，“创客”的作用是乡村旅
游转型升级中不可忽视的。

　　“创客”一词最早出现在国外。近年来，国内
“创客”一词更多地出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语境中，通常指“具有创新理念、进行自主
创业”的人群。简单说来就是有钱、有闲的自主创
业人士。
　　在桂林，“创客”曾在桂林旅游产业发展中引
领过乡村旅游潮流。例如，桂林的愚自乐园
（ 1998 年开业）、世外桃源景区（ 1999 年开
业）、乐满地主题公园（ 2000 年开业）这些都是
“创客”投资旅游的产物。这些“创客”多是外籍
人士、台商和艺术界人士，生活经历和理念的不
同，加之自身拥有的创意才能，使得他们带来的旅
游业态是独特的。这一模式门槛较高、不易复制，
但依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思考。
　　当前的乡村旅游仍然吸引着“创客”来发展。
例如，吸引“创客”到农村投资开民宿等。而“创
客”在投资和管理上通常都较有优势和经验。这在
桂林已经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如阳朔县兴坪镇渔村
村委的大河背村。
　　大河背村位于兴坪镇西北部的一处沙洲，在漓
江码头对面，地处漓江旅游精华段。村里有 670
多人， 178 户。以前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为从事
旅游行业和种植沙田柚、蔬菜等。渔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唐存学介绍，岛上的民宿大约能提
供 300 个床位，一年 365 天大概有 360 天处于住
满的状态。唐存学说，游客来岛上最主要的是因为
这里的生态环境好，在这里感受生活的慢节奏。村
里有部分民宿是由“创客”投资的，他们把自己的
理念、创意融入民宿。这些民宿往往自带流量，在
经营管理和宣传上都明显优于村民开设的民宿。正
是有了这些“创客”的民宿带动，把客人留了下
来，村民种植的水果、青菜等农产品可以就地转化
成旅游产品，供游客观赏采摘消费。
　　“吸引创客投资，村民既可以获得租金，销售
农产品，同时还能借助人气增加村集体收入。”大
河背村的集体经济主要来源于渡船的收入。人流量
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渡船的收入。因此村里很重视
“创客”的投资，给投资者最大的便利，尽力营造
好岛上的环境。
　　随着消费升级，人们走进农村，不光是为了观
光、吃饭，还有运动休闲、养生养老、乡村体验等
多元化需求，乡村旅游也正加速向多元化、综合化
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守住乡土文化本色，加强配
套设施建设，用“故事”和服务把“头回客”变为
“回头客”，让更多田园风光、秀美乡村成为乡亲
们的“聚宝盆”，乡村旅游的路才能走得更稳、
更远。

用“故事”和服务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甘草村的墙画一度非常火爆，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记者周文琼 摄

▲夏季在灵川石象角露营的人们。 记者周文琼 摄

  近年来，我市以“花产业”助推乡村旅游发展，打造了一
处处让游客流连忘返的乡村美景。图为 2022 年秋天，游客在七
星区朝阳乡田心村这片美如油画的花海游玩。 记者苏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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