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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安徽省乡村旅游助力精准扶贫的经验，总结典型地区可借鉴的模式，发现新的发展策

略，为乡村旅游扶贫及乡村可持续建设提供经验启示。方法 采用多个案比较的方法，结合安徽地域特

征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扶贫案例，通过“5W+2H”进行比较分析。结论 总结了安徽省“生态旅

游+扶贫”“农业旅游+扶贫”“文化旅游+扶贫”三种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并结合乡村振兴中的可持

续要求，提出设计学科介入完善乡村旅游服务系统、结合智慧旅游完善线上线下的体验效果、结合非遗

传承文创设计提升乡村文化传播等设计与传播策略，丰富了乡村旅游建设的实施路径，通过服务模式、

商业模式、服务流程等系统性创新，创造舒适满意且与众不同的服务体验，同时深入挖掘乡村非物质文

化遗产价值，通过科技、工艺与设计的融合创新，有效保护、创新和延续乡村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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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and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n  

Rural Tourism in Anhui Province 

ZHANG Qing, LOU Ming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rur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after 

researching the rural tourism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nhui Province, summarizing the models of that in typical 

areas and discovering new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t uses the method of multiple case comparison to analyze the repre-

sentative cases of rur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ypical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Anhui through “5W + 2H”. It 

summarized three types of rural tourism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s, they are ecotourism + poverty alleviation, 

agricultural tourism +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 poverty alleviation. Then it proposed three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designing disciplines involved in improving rural tourism service systems, combining smart 

travel to improve online and offline experience, and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rural culture with non-heredita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under the sustainable deman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se strategies could enrich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ural tourism construction. Through systematic innovations such as service model, business model, and service 

process, we will create comfortable, satisfying and distinctive service experiences for the customers,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also protect and continue the value of rural culture by deeply exploring the immaterial cultural value and integrating 

technology, craftsmanship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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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征程中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议题，“精准扶贫”通过教育扶

贫、消费扶贫、就业扶贫、旅游扶贫、基础设施建设

等，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坚决打赢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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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战,积极响应并实现乡村振兴。在“精准扶贫”实

施过程中，乡村旅游扶贫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达到扶贫

的目的和效果，不仅得到了国家政策方面的认可，也

为当地产业、人文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条

件，已经成为我国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方式之一。以

安徽为例，其优美的生态美景、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

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及红色文化资源等，为乡村旅游

与精准扶贫的融合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使乡村旅游成为

安徽扶贫的主战场。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建设以及持

续赋能乡村振兴进程中，引入设计学及服务设计相关

思想，将形成乡村旅游系统性创新模式的开发策略，

促进传统乡村旅游升级转型，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1  乡村旅游介入精准扶贫的适用性 

1.1  精准扶贫的概念及政策 

2013 年 11 月，在湖南湘西进行考察时，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1]，精准扶贫是我国

扶贫开发的重要制度创新，为解决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贫困问题，贫困县摘帽以及解决区域性整体贫

困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2]。与过去粗放式扶贫不

同，精准扶贫通过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

治贫方式，因人因地、因贫困原因与类型，扶贫治理

的政策更加具体、目标更加明确、措施更加精确[3]，

让贫困乡村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促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自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扶贫方式从一元向多

元发展[4]，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扶贫、生态扶

贫、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都是应用较为普

遍的扶贫方式，逐步建构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

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治理结构体系[5]。 

1.2  乡村旅游扶贫介入的适用性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和旅游产业相

结合的一种产物，针对具有一定旅游资源与市场开发

条件的贫困乡村，结合休闲娱乐、风光游览、农业体

验等旅游形式，针对性地帮扶贫困群众，推动了农村

就业与地域经济发展，助力贫困乡村脱贫致富，更能

够发展乡村体验新形态、推动乡村文化传播、延续乡

村文化基因、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推广度

较广的一种扶贫形式。乡村旅游的兴起，体现了城镇

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向精神文化需求的转变以及后现

代社会城镇居民回归自然的渴望，有助于发展乡村体

验新形态、推动乡村文化传播、延续乡村文化基因，

进而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随着乡村旅游扶贫的广泛实施，其理论框架、实

施路径以及实践创新成为国内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卢小丽等人系统分析了近 20 年来乡村旅游的发展现

状、影响因素与管理机制[6]，黄震方分析了旅游研究

本土化内涵与学术实践策略[7]，李会琴等人梳理了国

外旅游扶贫理论与实践模式[8]，吴靖南分析了乡村旅

游扶贫的驱动机制与保障机制[9]，王慧提出人、自然

和旅游三位一体的“立体化”乡村旅游模式[10]，王孔

敬提出了政府主导下以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为

主要内容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11]，荣莉分析了整体推

进扶贫、产业化扶贫、劳动力培训转移、异地搬迁等

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模式[12]，陈秋华等人提出了

三产融合、因地制宜、打造精品、协同联动、人力培

训以及建设智慧平台的实现路径[13]，毛峰总结了重庆

市“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农业、文体、商贸等）”

的乡村扶贫开发模式[14]；桂拉旦等人提出乡村文化价

值挖掘、传统要素整合为主体的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

精准扶贫模式[15]；宋慧娟等人探讨了景区带动型模式

中的“点、线”到“面”的扶贫手段[16]。 

综上所述，乡村旅游结合了旅游业、农业与乡村

经济发展，对于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生态文明、文化

繁荣、社会稳定、就业惠民和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具

有积极的作用。另外，我国很多贫困乡村旅游资源丰

富，具备发展乡村旅游扶贫的基础条件，诸如革命老

区井冈山、延安，贫困山区张家界、黄山，少数民族

地区九寨沟、西双版纳等很多地区通过发展旅游业走

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17]。但

是，乡村旅游扶贫的实施还需要遵循可持续旅游、居

民参与、均衡发展、广泛应用等原则[18-19]，结合当地

政策支持与资源合理规划，通过精准识别帮扶对象、

精准制定帮扶措施，选择合适的开发模式才能实现可

持续。 

2  安徽省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比较 

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在

安徽的广泛实施，把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和特色农业作

为实施精准脱贫、发展乡村经济的重要举措。自 2016

年起，安徽省逐步实施乡村旅游扶贫“3451”工程、

“八个一”工程、“A 级旅游村”创建等，举办多项

旅游扶贫推介活动，拓展自主型经营、劳务型工资、

配套型生产、帮扶型互助等多种收入途径，例如推出

20 条安徽最美的乡村旅游路线，给全国乃至世界的

乡村旅游爱好者送上最美的安徽乡村旅游路线图。 

2.1  安徽省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典型个案分析 

安徽省地理资源丰富，人文历史源远流长，北部

淮北平原、中部江淮丘陵、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部

皖南山区以及西南部大别山区地势变化多样，徽州文

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庐州文化影响深远，这些

都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通

过梳理安徽地理特点与历史发展特征可以发现，安徽

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淮北平原和大别山区，结合乡村

旅游扶贫相关论文、著作、政府公告以及实地调研，

挑选省内 39 个区域案例，绘制安徽乡村旅游精准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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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地图 
Fig.1  The map of rural tourism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nhui province 

  
贫地图（见图 1），其中红色标记为国家级贫困县。 

按照地理分布和地域特点，结合国家级贫困县和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典型性情况，尽可能涵盖安徽东

南西北各地域不同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类型，挑选 6 个

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淮北平原的砀山县和灵

璧县、大别山区的金寨县和岳西县与皖南山区的石台

县为国家级贫困县，泾县为全国红色旅游扶贫典型代

表。运用“5W+2H”的方法，从参与者（Who）、位

置（Where）、原因（Why）、时间（When）、模式（What）、

如何开展（How）、扶贫程度（How much）等方面对

挑选出的案例进行全面分析（见表 1），总结安徽各

地区乡村旅游助力精准扶贫的模式。 

2.2  模式总结 

通过案例对比，归纳安徽省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

式主要有三种：生态旅游+精准扶贫、文化旅游+精准

扶贫、农业旅游+精准扶贫。 

2.2.1  生态旅游+精准扶贫 

“生态旅游+精准扶贫”依托自然风景旅游资源，

以景区为中心，鼓励周边贫困地区农民包装农家庭院

建筑，参与旅游接待服务，形成景区与农家互促共荣

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同时带动周边的农产品等特色

旅游商品发展，增加周围区域贫困人口的就业率，以

达到旅游精准扶贫的目的。如岳西县黄尾村依托彩虹

瀑布景区成立“彩虹之约”农家乐协会，并向云峰、

严家等村辐射，让贫困群众更好地参与旅游产业发

展。泾县围绕“古色+景区”以及“绿色+山水”，发

挥桃花潭 4A 级旅游景区优势，打造龙舟等水上体育

旅游项目，并依托地处皖南山区、青弋江与徽水河潺

绕的自然风光优势，发展全域旅游带动脱贫致富[20]。 

2.2.2  文化旅游+精准扶贫 

“文化旅游+精准扶贫”是基于红色教育、宗教文

化、民族风情与研学旅游的特色文化旅游扶贫模式，

即以特色文化为核心产品来吸引游客观光游览，增加

贫困地区收入，从而实现旅游扶贫。如金寨县曾走出

59 位开国将军，有着“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美

誉。金寨县充分发挥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优势，采用

“1+N”结对，旅游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户，带动增收

脱贫。泾县以“新四军文化”与“宣纸文化”作为文

化主体，全力打造成为集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教育、

瞻仰凭吊、文化研究等于一体的经典红色旅游集中

区；同时结合“宣纸文化园”“宣笔制作体验”等项

目令游客了解宣纸与宣笔的文化历史、制作工艺，并

可以体验其制作过程，以此带动脱贫致富。 

2.2.3  农业旅游+精准扶贫 

“农业旅游+精准扶贫”依托农村田园景观、农业

生产活动和特色农产品为旅游吸引物，开发农业休闲

游、农业体验游，举办各类农耕节庆等主题旅游活动，

满足游客体验农业、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21]，从而带

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脱贫。如砀山县依托果林特色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走出了一条“农业种

植+采摘游+深加工”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同时鼓励

引导贫困户围绕农业活动自主创业，积极发展旅游购

物超市、农家乐、民宿、农家客栈，提高乡村旅游发

展效益，促进群众脱贫致富。灵璧县以现代农业博览

园为平台，提升现代农业的科技含量，引导农户转变

传统观念，建设占地约 14.67 hm2 的钢构大棚区，由

本土农业企业进行承包经营管理，提升收入水平和致

富能力，带动农户走专业合作社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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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典型案例分析 
Tab.1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of rural tourism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nhui 

参与者 
(Who) 

位置 
(Where) 

原因 
(Why) 

时间 
(When) 

模式 
(What) 

如何开展 
(How) 

扶贫效果 
(How much) 

砀山县 淮北平原 旅游扶贫 2016 年起 农业旅游+精准扶贫

依托百万亩果林特色资源

优势，创新“农业种植+采

摘游+深加工”模式 

推出 11 条精品旅游路线与

农事农趣体验旅游村；创建

4 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等 

灵璧县 淮北平原 旅游扶贫 2016 年起 
农业旅游+精准扶贫、

文化旅游+精准扶贫

利用“现代农业+旅游”“钟

馗文化+旅游”推动农业与

旅游、文化等产业融合 

2019 上半年建成 112 个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带动 3000 名农民就业 

岳西县 大别山区 旅游扶贫 2016 年起 生态旅游+精准扶贫

发挥龙头景区引擎带动作

用，成立农家乐联盟；发展

休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 

彩虹瀑布、彩虹谷景区和马

元古村景区形成旅游扶贫

“三大引擎”；2018 年 8 月

省内率先“摘帽”县 

金寨县 大别山区 旅游扶贫 2016 年起 文化旅游+精准扶贫

发挥“红军摇篮、将军故

乡”资源优势，旅游企业

“1+N”结对、“电商+旅游”

模式扶贫 

2018 年绿色减贫 7481 户

23575 人；26 村通过旅游就

业、旅游产品开发、资产入

股分红等实现增收脱贫 

泾县 皖南山区 旅游扶贫 2016 年起 
文化旅游+精准扶贫、

生态旅游+精准扶贫

依托“新四军”红色文化、

宣纸文化，结合桃花潭、

皖南川藏线等，探索精准

脱贫模式 

提升新四军军部旧址、桃花

潭、查济古民居旅游体验。

扶贫重点村“八个一”工程

完成 

石台县 皖南山区 旅游扶贫 2016 年起 
农业旅游+精准扶贫、

文化旅游+扶贫 

依托山林、土地、茶园等

资源，开展全域旅游扶贫，

努力建设最美山乡 

打造“原生态、慢生活、深

呼吸”高端休闲养生基地品

牌；发展 58 个种养业扶贫

基地，带动贫困户 1175 户、

3108 人就业创业 

 

从扶贫效果看， 2018 年 8 月岳西县，2019 年 4

月砀山县、灵璧县，2020 年 4 月 29 日石台县先后退

出贫困县序列，全省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建档立卡

时的 9.1%降至 2019 年底的 0.16%，98%的贫困人口

已实现脱贫，安徽省基本完成“贫困县全部摘帽，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两大任务[22]。从扶贫模式看，以

上三种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均能够针对当地资源与文

化特色，皖北地区结合平原农业、大别山等革命老区

结合自然风光及红色文化、皖南地区结合徽文化，实

施因地制宜的扶贫政策，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打

造乡村旅游精品，促进当地产业经济的协同发展[23]。 

3  安徽省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可持续建设的

策略 

截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安徽省 31 个贫困县已

全部摘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举

措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

衔接的持续建设征程中，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还将继续

发挥赋能作用。一方面，设计学科介入并驱动乡村旅

游精准扶贫与乡村旅游创新，基于服务模式与商业模

式开发、体验流程与旅游经济创新，形成乡村旅游服

务系统研究的新视角，结合智慧旅游与信息技术应

用，提升用户旅程中的接触点体验效果，有助于促进

传统乡村旅游升级转型。另一方面，充分发掘乡村积

淀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非遗传承、文化符号

提炼、旅游产品创作、APP 产品开发等方面形成全设

计产业链，实现文化价值的传播以及经济价值的创造。 

3.1  设计学科介入，完善乡村旅游服务系统 

2018 年 4 月第二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期间发布

的《设计扶贫宣言》以及工信部“设计扶贫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 年）”，均要求通过设计创新改进

扶贫开发方式，营造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生态与环境生

态，在经济、社会、环境领域形成良性循环[24]。尤其

是服务设计与社会创新相关理论介入乡村旅游精准

扶 贫 ， 协 同 创 新 （ Co-creation ）、 参 与 式 设 计

（Participatory Design）、关联设计（Relation Design）、

开放设计（Open Design）等理念或方法作为新的手

段介入并驱动乡村旅游建设，从策划、规划、设计、

营造、管理与教化 6 个维度介入[25]，为“设计驱动乡

村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如上海“设计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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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择崇明岛作为试验基地，运用设计思维，结

合农业教育与体验、传统手工艺体验、生态旅游等开

发新型乡村旅游服务模式[26]。安徽合肥三瓜公社“休

闲观光+怀念文化”、芜湖殷港小镇“设计艺术+文创

定制”、黄山祁红小镇“茶文化体验”等多种乡村旅

游扶贫，探索产业融合、服务体验与商业模式实践，

助力乡村振兴从个体创新向系统创新转型。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应用服务设计相关理念以及

信息技术手段，一方面，设计关注点由具体“旅游项

目”向服务系统与组织流程融合转变，这要求整合包

括人、物、资源、信息等在内的资源，通过重新定义

“系统”与“接触点”“组织”与“流程”，串联乡村

旅游系统服务流程中的接触点，综合考虑功能、情感、

路径和交互的体验设计要素，构建以用户体验为核心

的服务系统框架，创造高效且与众不同的服务体验，

有效保护、创新和延续乡村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工

业设计、建筑设计、平面设计、数字媒体等设计学科

的介入融合，结合传统村落、传统建筑、民间文化的

保护和传承，可以保护地域特有生态自然与人文生产

景观[27]，将文化元素、符号应用在农产品、手工艺品

及其衍生品之上，可以发挥乡村文创产品创新价值[28]，

创新改进旅游品牌与形象，在造物设计、力量整合和

文化保护传播等方面具有创造力优势[29]，有助于完善

由个体到系统的整体设施及形象提升。 

3.2  结合智慧旅游，完善线上线下体验效果 

随着新信息技术与设备的进步，智慧旅游以个性

化需求为导向，帮助游客准确及时感知和使用各类旅

游信息，从而实现旅游服务、旅游管理、旅游营销、

旅游体验的智能化，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发展提供 
 

良好的基础条件[30-31]。因此，出行前使用手机或其他

智能设备查路线与攻略、订酒店与车票似乎已经成为

人们出游前的规定动作。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智慧

化建设中，最常见的就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

客户端或 APP），通过分析用户旅程中用户的行为、

需求、痛点、痒点、机会点等，针对目标用户的不同

服务接触点进行服务流程与体验设计[32]，将车票、门

票、酒店等线上购买消费与线下体验相结合，促进完

成全流程、生动化、个性化的用户体验。如安徽省内

乡村旅游类 APP“爱上农家乐”，以“互联网+乡村旅

游”的模式为核心，以发展乡村智慧旅游、服务乡村

经济为经营宗旨，向用户推荐城市周边乡村旅游攻

略、整合乡村旅游资源（见图 2），将生态农业与生

态旅游进行有机结合，打造乡游、乡宿、乡味、乡愁

和乡创五大主题为一体的乡村智慧旅游电子商务平

台，产品形式包括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和 PC 端网

站等，以精准扶贫的方式拓宽乡村居民的收入渠道，

解决乡村创业、就业以及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系列

问题。 

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智慧化发展与设计中，一方

面，结合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位置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s，简称 LBS）等技术，旅游管理机构可

以通过海量信息及数据的收集、分析、计算与分享，

实时收集来自游客、商家以及景区等各方面的信息，

包括出行方式与人数、热度区域、交通状况等，增强

信息及时反馈、信息可视化、信息精准推送等体验[33]。

另一方面，重新定义用户旅程中的关键接触点，为用

户提供更加便捷而高效的攻略查询、酒店预定、信息

推送、线上支付、社交互动等体验，满足游客旅游前、

旅游中、旅游后的“一站式”服务需求，帮助游客完 

       
 

图 2 “爱上农家乐”手机 APP 
Fig.2  Mobile App “Loving Agri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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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创意贵州—雷山篇”产出灯具 
Fig.3  Lamps design in “Creative Guizhou Activity: Leishan County” 

 
成个性化主题的旅游路线定制，实现旅游过程中的智

慧化、精细化管理。 

3.3  结合非遗传承文创设计，提升乡村文化传播 

在乡村旅游活动中，除了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

乡村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与人文风情也备受游客关

注和喜爱。一方面，许多贫困乡村拥有历史悠久的乡

土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

善于挖掘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通过科技、工艺

和商业模式等的创新，运用设计的力量，实现其样本

保护与活性生产[34]。例如，舒城县五显镇结合万佛湖

美食节、六安山水文化节等活动，以民俗风情、非遗

文化表演、农家体验为特色，构建乡村文化旅游的服

务体系，为游客提供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旅游体验。

还有近年来《徽州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和特色小镇创

意设计人才培养》（2019）、《徽州三雕家风主题艺术

作品巡展》（2019）、《歙砚艺术创作人才培养》（2017）

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面向徽文化艺术传播与技艺传

承，促进其当代视野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因此，对于乡村非物质文化的传播，不仅要加强对乡

村旅游地文化的保护与重构，以及对乡村文化与旅游

的融合发展，拓展与旅游相关的活动内容，还要将新

设计、新审美观念与传统工艺传承创新性地融合，延

续乡村文化促进新时代的复兴。 

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为繁荣的文化创意产业提供

了良好的创作载体，乡村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与设计

不仅能够增进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树立当地旅游的品

牌形象[35-36]，更能够从文化、审美、服务等多个方位

打破乡村文化传播的局限性，传递乡村的文化符号与

生活方式。2016 年起文化部支持故宫博物院、中央

美术学院等院校或机构对口支持建设十个传统工艺

工作站（湖南湘西、贵州雷山、安徽黄山等），结合

文化、民族与工艺传统，发掘发展富有民族和地域特

色的传统工艺产品和品牌。如“创意贵州—雷山篇”

设计并生产了大量具有贵州民族特色、融合地域元素

与当代生活的各类生活、装饰产品（见图 3）。在文

创产品设计中，要围绕地域文化特征与民俗特征，通

过现代设计手段的介入，对乡村文化中的相关符号、

图形与图案进行视觉化提炼与转化，形成符合当代艺

术审美的创意产品、特产包装、旅游纪念品等，以此

传递乡村文化价值，提高文创产品附加值。 

4  结语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模式，充分

利用乡村丰富的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资源，串联农

村、农业、农民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创造新

型旅游体验及商业模式，有助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安徽省众多贫困地区具有丰富

的乡村旅游实施基础条件，通过实施“生态旅游+精

准扶贫”“文化旅游+精准扶贫”“农业旅游+精准扶贫”

等模式，“精准扶贫”建设效果明显，安徽省全面脱

贫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持续发挥乡村旅游精准扶贫

赋能，促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一方面，设计学科以

及智慧旅游的介入，丰富了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施

路径，充分利用新信息技术带来的智能与便捷，结合

用户旅程探寻设计的痛点、痒点、机会点，从服务模

式、商业模式、服务流程等方面进行系统创新。另一

方面，还要善于发掘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将其

积淀丰富的乡村民俗风情与文化符号通过设计语言

加以转化，通过科技、工艺和商业模式等的创新，形

成地域特色鲜明的旅游文创产品，也有助于引发受众

对 乡 村 与城市 、 传 统与现 代 之 间的文 化 碰 撞与思

考，传递乡村文化价值，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及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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