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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大力号召生态建
设，让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两
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乡村振兴计划。2014
年，国务院在《关于促进旅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
贫，扎实推进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带动贫困地区脱贫
致富的重要举措，旅游扶贫成为中国扶贫攻坚的崭新
力量。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目标任务之一就
是要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因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国家战略，关
乎国计民生。乡村旅游的品牌化建设是实现其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建设工作的推进刻不容缓。

一、建设乡村旅游品牌的意义
随着旅游业整个行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品牌时代的

来临，旅游品牌在旅游地竞争力构成因素中的地位显
得愈发重要，因此以旅游地为载体的品牌战略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早在2007年，佟玉权就分析了我国乡
村旅游发展所显现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走品牌化营销
之路是必然选择的观点。冉燕认为要实现乡村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使得经济、文化和生态效益均达到最大
化，品牌建设是其必要途径。沈璐指出，在对乡村旅
游品牌的建设中，需重点关注发挥政府组织优势、激
发品牌联动优势、实施精准营销等举措。

品牌是一种名称、符号，是其与同类产品或竞
争者相区分的标志，其能够产生超越产品和服务本身
的巨大附加价值。近年来，乡村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且基于对乡村旅游同质性问题的认识，各地乡村
旅游目的地开始走品牌化发展道路。通过设计具有特
殊意义的旅游纪念品，打造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这
不仅是乡村旅游自救的“良方”，更是乡村旅游得以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通化市旅游品牌化建设的资源优势
通化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地处吉林省东南部，

东与白山市接壤，西与辽宁省毗邻，南与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隔鸭绿江相望，境内拥有世界遗产“高
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等丰富的旅游资源。通
化旅游依托大长白山区域旅游一体化战略，全力打造
大鸭绿江黄金旅游带、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地和龙湾

火山口湖群地质奇观三大品牌。
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王城文化遗址内涵

丰富，特点鲜明，文化品位高。既具有浓郁的地域文
化特征，又记载了多种文化的传承与交融。建设生态
品牌，带动旅游休闲业的发展。通化自然生态资源丰
富，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生态旅游条件得天独厚。
通化可以打出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品牌。近年来，通
化结合产业转型升级，谋划了休闲垂钓园、运动狩猎
园、生态采摘园等一批特色休闲项目，复制泰吾士小
镇、开发产权度假酒店等一批地产度假产品项目，复
原老城商业一条街、开发民族特色小吃一条街、培育
文化旅游商品一条街等一批特色商业街区项目。这些
项目的实施，使通化休闲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层
次。建设红色旅游品牌，搞好规划编制。通化以靖宇
陵园为依托，发起组建东北东线抗联红色旅游联盟，
整合东北抗日根据地红色旅游资源，实现强强联合，
推进旅游品牌战略。 

三、品牌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品牌形象建设系统性不足
品牌形象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

需要对城市进行整体规划；另一方面，要明确品牌营
销战略和设计定位，并结合旅游资源优势，通过一系
列的策划和设计才能够打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品
牌形象。乡村旅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同质化，走品牌
化发展之路是乡村旅游得以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品
牌形象建设需经过品牌识别、品牌定位、品牌宣传等
系统的设计和实施，品牌形象建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
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是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和
品位的有效途径。品牌形象建设就是通过视觉形象将
乡村旅游经营的理念宗旨传达出去。但很明显，通化
在品牌形象建设方面还不够重视，在开发过程中也没
有将品牌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品牌形象建设缺乏
系统性和整体性。由于没有突出优势和特性，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旅游品牌的宣传和推广，不利于乡村
旅游的发展。

（二）宣传效率低，缺乏旅游特色
随着近年来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以及国家对乡村

旅游建设、旅游扶贫的重视，乡村旅游的发展步伐不
断加码，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日益完善，

摘要：乡村旅游品牌设计，主要基于中国当代乡村社会发展现状，立足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背景，
和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通化旅游品牌设计研究，针对乡村旅游品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促进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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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面貌也日新月异，但是游客量却未曾增加。究其
原因，就在于景区对宣传推广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许多景区尚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游客既
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需要对游客整个消费过程深入
分析与把脉，解决好“游客为什么来、什么游客来、
游客怎么来、游客来了干什么、怎样让游客介绍人
来”五大步骤。对此，许多的乡村旅游建设者笼统地
概括为：城里人来、到乡里来感受、开车来、体验乡
村、美的地方自然会吸引人来，根本没有对景区的受
众人群、出游目的进行细分，相应的推介也就更加无
从说起。中国的乡村数不胜数，凭什么让游客觉得这
个乡村就是独一无二？更有甚者，乡村建成大公园，
游客何不直接在城市公园走一圈？在乡村旅游建设的
过程中，需要深入挖掘特色与亮点，并以此为名片进
行重点宣传与推介，为游客带来“不得不来、必须要
来”的极致体验。

四、建设通化品牌的可行性路径
（一）品牌名称设计要突出通化特征
品牌特征是展示品牌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和基

本原则。它们是一组属性，被标识为与个人相似的品
牌的物理独特和个性特征。对于品牌而言，代表具有
独特性和一致性的事物非常重要，这一目标驱使管理
层以及品牌和营销部门定义一套品牌特征，将其作为
整个品牌管理过程不可或缺的方面之一。在旅游目的
地品牌形象建设的具体设计过程中，要考虑目的地的
特征，在设计过程中要从消费者的需求角度出发，进
一步突出乡村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注重文化旅游品
牌的文化特征。文化内涵是文化旅游产品生命力的关
键。因此，在品牌建设上要重点突出文化特征，塑造
文化旅游产品活的灵魂，使文化旅游产品更具有灵
气，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化旅游产品，实现提高品牌市
场竞争力的目标。

（二）加大宣传力度
旅游开发主体需高度重视品牌形象的打造，识别

出具有本地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品牌，并通过现代化的
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旅游是各种
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重要渠道和载体，
也是人们接触自然与文化的一种实现方式。而新媒体
在链接农村与城市、游客与景区、促进双方资源要素 
双向流动方面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小觑，得到了各级组
织部门以 及社会的广泛认同。新媒体是新型网络数
字技术体系下产生的媒体形态，如数字图书、媒体报
刊、网络宣传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
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
体”。所以可以看出新媒体是一个涉猎十分广泛的概
念，因此互 联网平台也是近年来文旅传播的一个极好
载体。可以说，在当今这个时代，所有的品牌都离不
开互联网，新媒体对于任何一个文旅品牌的建设和宣
传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积极吸收外来优质文化，注重品牌文化创新
市场是变化的，不是静止的，消费者的消费心

理亦是如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审美品位会随着时代
的转变而转变，如果不注重品牌文化的创新，那么就

极有可能错失潜在的消费者，痛失忠诚的消费者。中
国乡村旅游虽然发展多年，但是做的效果却不甚乐
观。在中国众多的乡村中，要想突出重围就要走特色
化和创意化路线。走特色化路线首先要坚守乡村旅游
的乡村性，以此来区别于城市休闲项目；二是要坚持
乡村旅游的本土性，以此来区别于他乡，避免同质化
竞争；三是打造乡村旅游经营项目的独特性，以此来
区别于别家，形成一个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多彩多姿。
而创意化则需要建设专业人才和当地乡土人才相结合
的文化创意人才队伍；二是发掘本地文化，以本地的
乡土为根进行发掘，适当嫁接其他文化；三是打造一
个乡村文化创意的平台，促进交流、提升和合作。任
何农业规划都不能脱离资源现状天马行空地乱编，必
须立足当地资源基础，实事求是，在充分挖掘、整合
资源的基础上，发挥资源价值最大化，将资源转化为
产品。而乡村旅游景区更多的属于资源依托型景区，
因此更不能脱离资源谈规划，要将乡村旅游资源的乡
土味发挥到极致。在品牌创新的对策上可以从品牌愿
景、品牌精神文化、品牌差异化、消费者忠诚度等方
面进行考量。在创新的同时还要注意以消费者为中
心，兼顾全面性、持续性、及时性的原则。在进行创
新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停留在为了收益的角度而不考
虑消费者，这样的创新是失败的，同样不够全面和持
续的创新。

五、结语
总体上来看，通化同时具有人文与自然风光的

旅游资源，是一个值得开发且具有极大发展潜能的地
方。但是就目前而言，通化并没有清晰的品牌定位，
也没有创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品牌形象，亟待形成自己
的品牌定位。在新时代，特别是文旅融合的情况下，
以互联网平台作为新的载体是大势所趋，通化一定要
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力度。在乡村振兴的宏观政策
下，抓住机会塑造独有的品牌文化形象，打造出属于
通化独有的 IP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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