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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和方向 

马彦琳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 要】奉文紧紧田烧乡村旅肄发展的方向——环境旅游 

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这个主题，从乡村旅游的基本概仓和本 

质特征凡手，就乡村旅游的市埒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 

析．井对如何开发贵州省乡村张游产品进行了分类计论，指 

出环境旅游和文化旅游紧密蛄合是贵州乡村旅游可特续发 

晨的基奉要求．贵州省乡村旅肄只有沿着环境旅游和文化旅 

辩紧密结舍的方向前进，才有希望把青州瘩建设点国内、乃 

王国际著名的乡村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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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已经在贫困的偏 

远地区脱贫减困、解决“三农 问题中发挥了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乡村旅游产品也由此备受世人注目，正 

从旅游市场的边缘走向国内旅游市场这个大舞台的 

中心。从资源禀赋和国际、国内旅游市场发展的趋 

势来看，贵州省具有建设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独特优 

势。由此，贵州省明确提出将乡村旅游作为贵州省 

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点，把贵州农村建成中国独具 

特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这是基于旅游业可持续、跨 

越式发展目标的客观选择。 

在乡村旅游产品逐渐被市场关注的同时，贵州 

乡村旅游产品的建设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轨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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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能满足 

国内市场的需求，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 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 

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民族)文化、乡村田园风光、 

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恬动，即以具 

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 

动。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 

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 

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①。所以，乡村 

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民族)文 

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 

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 

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乡村秀丽的田园风光，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悠闲、 

自在的生活方式和宁静祥和的生活氛围是城市旅游 

者参加乡村旅游的主要动机之一。也就是说，乡村 

性和地方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也是发展的 

重要资源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 

独特卖点”。所以，依托优美的乡村自然环境、挖掘 

浓郁的地方特色(包括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展现 

真实的乡村生活，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条件，也是 

发展乡村旅游、开发乡村旅游产品的基本要求 】。 

2 乡村旅游本质特征的再认识 

乡村旅游始于法国，其最初的发展是欧美度假 

旅游发展的一种空间选择。1855年，一位名叫欧贝 

尔的法国参议员带领一群贵族来到巴黎郊外农村度 

① 环境旅游指所有与自然环境有关或在自然环境中开展且不 

违背环境可持续筮晨愿鹏的旅游括动．包括献步、徒步、宿营、远足、 

漂流、登山、捌船、观赏自然景理等旅游活动。文化旅游包括癣些能 

够暧引蒜游者的文化活动和经历，还包括旅游者对当地居民独特生 

活方式的深人了解井从中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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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他们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舟，学习制作肥鹅肝酱 

馅饼，伐木种树，清理灌木丛，挖池塘淤泥，欣赏游 

鸟，学习养蜂，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 

动，使他们重新认识了大自然的价值，加强了城乡人 

民之间的交往，增强了城乡人民的友谊 。早期的 

乡村旅游具有比较明显的贵族化特点，普及性不强。 

20世纪 60年代，西班牙开始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乡 

村旅游。随后，美国、日本、波兰等国先后推出乡村 

旅游产品，乡村旅游逐渐盛行开来。20世纪 80年 

代后，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已具有相当的 

规模，并且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 

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从乡村旅游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来看，乡村旅游 

活动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本质特征可以归纳为以 

下三方面： 

第一，逐步深入的体验性活动内容。到乡村地 

区进行旅游活动的旅游者从最初的休闲度假到自然 

体验，再进一步发展到文化体验，自然体验和文化体 

验开始紧密结合，已经成为乡村旅游活动的基础内 

容。乡村性和地方性是乡村与乡村旅游客源地—— 

城市的最大差异之处，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乡 

村体验式旅游追求的是对乡村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的一种探索、一种感受、一种挑战、一种在心理上的 

彻底放松。 

第二，逐步深入的学习型活动内容。在乡村地 

区进行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学习自然知识和当 

地文化、民俗知识、传统手工艺技术等，已经成为乡 

村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从法国乡村旅游的先行者 

们学习制作肥鹅肝酱馅饼和学习养蜂，到匈牙利的 

乡村旅游实践者们学习当地的民族文化，学习型的 

活动内容正在逐步深入，已经成为吸引乡村旅游者 

们的一大兴奋点。 

第三，接受环境教育、开展生态环境补偿方面的 

活动内容。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地域特色明显，自 

然生态保存较好，旅游者们在不同的乡村地区可以 

认知不同的环境特征、学习自然生态常识，从而接受 

自然的环境教育，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会热 

衷于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的各种活动，如观赏游鸟、 

植树、环境保洁、认领古树名木等。通过这些活动， 

增强了游客对生态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使游客 

对自身的人生价值和自然的生态价值有了新的认 

识，提升游客的心理满意度。 

从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趋势看，蕴藏着丰富悠 

久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价值，且拥有秀丽的自然 

田 

景色、独特的环境特征和自然特征的乡村地区，是开 

展乡村旅游活动的理想之地。在这些地区，无论是 

环境旅游活动，如徒步、亲水活动、登山、研究植物或 

观赏自然景观，还是文化旅游活动，如文化观光、文 

化探秘、文化深度体验，都包含了以上三种内容。也 

就是说，从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来看，乡村地区无论 

是体验式的活动内容、学习型的活动内容，还是生态 

建设方面的内容，都表现出乡村旅游已经沿着与环 

境旅游和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 

3 乡村旅游的市场特点和需求发展趋势 

就国际市场而言，乡村旅游经历了一百多年的 

发展，旅游市场发展业已成熟，旅游需求已经表现为 

多极化发展，乡村旅游动机同时包括了“观光(感 

知)、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方面的因素，其内 

容是“观光一休闲一专项”旅游的复合体，即乡村旅 

游具有田园风光观光、休闲度假、自然生态和民俗文 

化专项旅游的综合功能 。国际市场对乡村旅游产 

品的需求已经发展到了追求具“观光一休闲一专项” 

旅游功能的复合型产品。目前，国外游客对中国乡 

村旅游产品的需求表现为对环境优美、民族文化韵 

味浓郁类型的偏爱，如云南丽江、贵州肇兴。从旅游 

目的来看，度假、考察、学习的比例在逐年提高，游客 

逗留的时间在逐年延长。游客的需求层次表现出成 

熟阶段的特征，已经形成了国际旅游市场的中高端 

细分市场。 

就国内市场而言，因国内旅游市场启动晚，旅游 

需求正处在由观光向度假、专题的层次递进阶段，加 

之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只有近 10年的历史，乡村 

旅游发展更处于初级阶段，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 

表现出明显的需求层次初级阶段的特征，尚停留在 

观光一休闲娱乐阶段，表现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 
一

，产品粗糙，经营粗放，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 

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 

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对旅游景区、农业生产的收 

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具极大依托性，等等 ]。尽 

管如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正逐渐 

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国内旅游需求多极化发 

展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国内乡村 

旅游也正在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 

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内的需求层 

次也在不断提高。虽然，旅游的最基本层次——观 

光需求在一定时期内仍占重要地位。但是，游客对 

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度、优美度要求越来越高， 

对人文环境则要求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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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对技术手段则要求原始、古老或高新、精尖；游客 

对旅游活动的参与性、体验性、新奇感要求越来越 

强，对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等软硬件要求越来越高。 

同时，放松精神、休闲度假，休养疗养、回归自然，享 

受天人合一的和谐、温馨与浪漫将逐步成为乡村旅 

游的主要目的。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旅游需求呈现 

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环境旅 

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 

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 。 

可见，就旅游产品而言，乡村旅游是一个内涵丰 

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是系列产品的集合，是一 

个产品集，它所提供给游客的旅游产品可以是复合 

型的、可以是单功能型的，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群体 

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对乡村旅 

游产品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乡村旅游产品开 

发和建设面对的是整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应根据个 

性化需求分层次进行开发和建设。国内乡村旅游的 

目标市场定位不仅应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 

的都市地区，也应包括中小城市。近 1O年来，我国 

大、中、小城市城郊观光农业、农家乐、民族村寨旅游 

等的蓬勃发展，就充分证明了乡村旅游在我国发展 

的市场空间和前景。 

4 贵州省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方向 

贵州省多山，高原山地和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 

92．5％，是我国惟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是一 

座山奇水秀的“绿色喀斯特王国”，分布在奇山秀水 

中的农村自然村寨中，少数民族村寨占了相当大的 

比例。这些众多的民族村寨因地处偏远、山水相隔， 

闭塞成就了保留，造就了丰厚的、原生态的多民族文 

化，成为贵州历史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地方之一。 

在这些民族村寨中，处于原生状态的文化遗产与原 

生状态的乡村自然环境往往相辅相成，对游客充满 

了神秘感和吸引力。在这些区域开展旅游活动，可 

以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内容丰富的乡村旅游产品， 

既可满足部分游客对原始广阔、尚未城镇化的乡村 

生活、田园风光、自然环境的兴趣，又可满足部分游 

客对民族文化探秘的需求。游客在这里可以进行 

“软探险”旅游，体验奇妙动人的民族文化，尽享美丽 

迷人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美景。 

根据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特点，乡 

村旅游的开发与建设可以初步分为3大产品系列进 

行。 

第一，依托城市的城郊型农家乐产品系列。要 

深入挖掘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保持其乡土气 

围 

息的浓郁性和真实性，打造农家乐精品。 

所谓农家乐，是指城市郊区的农民依托农事活 

动和农家生活场所，为城市居民创造农事活动的参 

与机会、提供餐饮服务和住宿服务等。多表现为城 

市居民周末游——休憩、娱乐、度假。此形式目前最 

为成熟，定位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游憩的“后花园”。 

依托农耕活动中经济作物生长特点，利用其花季举 

办各种赏花节，如油菜花节、梨花节等，也可归为此 

类。此类产品一般为周末一 日游或二日游。该类产 

品具有消费群体比较固定、重游率高、市场营销周期 

短的特点。 

目前，贵州省农家乐产品的开发与建设中，旅游 

产品单一，服务水平低，设施条件差，本土文化特色 

不突出，存在迎合游客口味的“城市化”倾向，缺乏精 

品，大多数游客只能进行吃农家饭、棋牌、聊天等活 

动，缺乏娱乐休闲项目，不能满足多层次游客尤其是 

少年儿童求知、求真、求趣的需要，游客逗留时间短。 

由此，贵州省农家乐旅游项 目的设计要深入挖掘乡 

村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以提高游客重游率、稳定都 

市消费群体为目标，保持乡村环境的真实性，营造传 

统文化的乡土气息和氛围，增加文化含量、增加知识 

性、增加参与性，留住游客、延长其逗留时间，树立 

“打造精品”的理念。环境旅游和文化旅游紧密结 

合，依然是其发展的方向。 

第二，依托大型景区的乡村观光与体验型系列 

产品。要依托成熟景区的知名度，精心设计文化旅 

游内容，将文化旅游活动和环境旅游活动紧密结合。 

贵州省众多的、地方特色浓郁的乡村常常分布 

在风景名胜区周围。如安顺的屯堡村寨和黄果树风 

景名胜区，兴义的下坞屯布依村寨和万峰林风景名 

胜区，铜仁的云舍土家族村寨和梵净山风景名胜区 

等。壮美的自然景色、恬静的田园风光、独具特色的 

乡土民俗(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形成优势互补的 

旅游资源富集区，在 目前国内旅游市场正向观光度 

假、体验式度假发展的大趋势下，具有很好的市场开 

发前景，山水风景中的田园风光和独具特色的乡土 

文化和农耕文化将吸引一批游客丰富其旅游活动。 

开发建设此类产品，一般应分两个阶段。一是 

起步阶段，将此类产品纳入到大型景区的观光旅游 

产品中去，在市场营销方面依托大型景区的知名度， 

以展示特色、提供初级服务启动乡村旅游，成为景区 

观光旅游的配角。二是发展阶段，进行区域联合，逐 

步以文化内涵和特色取胜，与所依托的景区平分秋 

色，或成为主角。具体而言，随着市场需求层次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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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此类产品通过深入挖掘地方特色、乡土文 

化，完善旅游设施，提高服务水准，逐步以产品中丰 

富的文化内涵取代景区已经成熟的观光和自然体验 

型产品的主导地位，成为一定区域的、相对独立的旅 

游目的地的旅游主导产品。2001年 9月，贵州天龙 

旅游投资开发公司以6OO年前朱元璋“调北征南”、 

“屯田戍边”保留大明遗风的屯堡村寨为依托，举行 

“贵州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首游式，屯堡乡村旅游 

正式启动。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东距贵阳市 60公 

里，西距著名风景名胜区黄果树瀑布群 70余公里。 

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发展之初，屯堡人在市场开拓、 

产品建设、设施条件等方面白手起家，开始了半农半 

旅、半农半商的新生活，作为传统旅游产品(黄果树 

旅游线路)的补充和配角，通过与旅行社联手，天龙 

屯堡旅游产品走向了市场。随着产品开发建设和市 

场营销经验的积累，区域联合的重要性逐渐受到重 

视，2002年 6月贵州新旅游联盟① 成立，天龙屯堡 

文化旅游区与联盟内的其他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形成鲜明的产品互补关系，力量整合后的产品建设 

和市场营销力度大大增强，旅游区发展步入快车道， 

在贵州西线旅游中的地位日渐凸显。 

从国内旅游发展的趋势看，此系列产品的发展 

过程中，产品建设要完善设施条件、提高服务水平， 

以延长游客逗留时间为主攻目标，文化和特色是其 

灵魂，乡土文化和乡土特色的挖掘、乡村环境的真实 

性，是其关键所在。此类产品的设计和开发要借环 

境旅游资源及其产品优势，精心设计文化旅游内容， 

将文化旅游活动和环境旅游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这 

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在市场开 

拓方面，此类产品的营销难度不大，可以依托成熟景 

区的知名度加快打造此类产品的品牌。目前，此类 

产品的市场需求正处在增长阶段。 

第三，依托特色村寨及其群落的乡村深度体验 

型产品系列。要保护、利用好这些文化遗产，精心设 

计旅游活动，将文化旅游活动和环境旅游活动紧密 

结合。 

目前，随着国际乡村旅游市场的发展，国内旅游 

者开始逐渐热衷于“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乡村体 

验式旅游。贵州境内有很多可进入条件好的(民族) 

村寨及其群落，本土(民族)文化保存完好，村寨周围 

环境宜人，如黔东南州的巴拉河流域、肇兴侗寨等， 

通过保护性利用，可吸引一批探秘、求知欲强的城市 

居民和境外游客开展乡村深度体验旅游。此类产品 

的文化特性非常突出，在产品最初的开发和建设中， 

圃 

依托民族文化、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往往首先 

吸引一批文化探秘的境外游客和研究性学者，占细 

分市场的很少部分。 

就单体村寨而言，因规模较小，村寨空间容量有 

限，在单个村寨开展乡村旅游活动，其所依托的旅游 

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资源，很可能会严重毁于掠夺 

式的旅游开发或大量游客的涌入。而置身于优美田 

园风光、秀丽山水间的村寨群落因其活动空间扩展 

到整个村寨群落，活动内容不断丰富，极大地扩展了 

区域旅游环境容量，有效克服了单个村寨的空间局 

限性，就具有了率先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乡村旅游 

胜地的优势。在这些村寨群落中，将传统的文化旅 

游活动与依托村寨田园风光的环境旅游活动结合起 

来，在丰富旅游者乡村体验经历、提高旅游者心理满 

意度的同时，可以有效延长旅游者的逗留时间，向游 

客提供高质量的乡村旅游精品。为了保护村寨及其 

群落的文化遗产免遭破坏，《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明确指出，“要通过向游客开放更多的村寨并制 

定管理旅游活动的规章制度，来开发这些文化资源， 

发展旅游。⋯⋯第一，要确保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村 

寨因参观过于频繁或游客过多而受到破坏；第二，将 

游客分散到多个村寨中去，扩大当地居民从旅游业 

中受益的范围” 。 

依托村寨群落进行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 

应当依托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和环境旅游资源，根据 

个性化的消费需求设计出不同的、层次性十分鲜明 

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大批中高端市场的旅游 

者，而且也可以吸引中低端市场的游客，从而有效地 

扩大市场份额，并通过发展旅游而惠及整个村寨群 

落。从单一的民族村寨文化旅游产品，走向文化旅 

游和环境旅游紧密结合的复合型旅游产品，是乡村 

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强调的是， 

在这些文化遗产保留地开展乡村旅游活动必须遵循 

环境旅游和文化遗产旅游的原则、制订的规划和设 

计的标准。 

贵州省黔东南州巴拉河流域的众多民族村寨 

中，郎德上寨是文化部授予的、享誉海内外的“中国 

民间艺术之乡”、“全国百座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郎德上寨自 1985年对 

① 贵州新旅游联盟是由黄果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龙宫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红枫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马岭河峡谷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含天台山)以及西南航空贵州分公司为 

核心联合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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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发展旅游以来，已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和 

3O多个国家及地区的中外游客7O多万人。近 2O年 

来，郎德上寨被组合进黔东南区域旅游线路中，只是 

旅游线路中的一个点，以文化观光为主的游客在郎 

德逗留时间短，消费支出少，旅游产品长期以苗族歌 

舞、服饰、传统文化习俗展示为核心内容，只吸引了 

少量文化观光游客和对文化探秘感兴趣的游客，成 

为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观光产品，而不是 乡村旅游 

度假胜地。发展旅游对当地社区经济的推动作用 

小。同时，由于村寨空间狭小，游客环境容量有限， 

所以，进一步开拓市场、增加客源受到很大影响。贵 

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在示范性规划中选定巴拉河 

流域村寨群落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示范项 目，设计了 

包括环境旅游和文化旅游在内的一系列旅游活动， 

将郎德上寨的旅游活动扩展到流域的其他村寨中 

去，有效地解决了单体村寨空间有限、传统文化观光 

产品的提升等难题。就市场需求和资源禀赋来看， 

开发建设巴拉河乡村旅游区，树立起巴拉河乡村旅 

游区相对独立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文化旅游和环境 

旅游紧密结合是其根本所在。 

5 结语 

贵州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文化丰富而独特，村寨 

景色秀丽而迷人。乡村自然与文化旅游资源的多样 

性、异质性和独特性，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科学价 

值、观赏价值和体验价值，保持较好的原生状态的自 

然与文化，使得贵州具有创造与众不同的、能够给游 

客提供一种全新体验的乡村旅游 目的地的资源条 

件，使得贵州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旅游市场空 

间潜力，所有这些都为贵州开发世界性乡村旅游产 

品创造了条件。贵州省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 

无论是农家乐系列产品，或依托大型景区的乡村观 

光与体验产品系列，还是村寨及其群落的深度体验 

产品系列，都必须将文化旅游与环境旅游有机的融 

为一体，深化旅游文化内涵，沿着环境旅游和文化旅 

游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牢固地树立“精品意识”。 

惟有此，贵州省才能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树立起 

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才有希望建设成国 

内乃至国际著名的乡村旅游胜地。 

注：本文是笔者在贵州省旅游局挂职任局长助理期间的 

工作思考，文中观点得益于杨胜明局长的启发，规划财务处 

昊迈处长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 

[参 考 文 献] 

[1]何景明，李立华 ．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8(5)． 

[2]石强，钟林生 ，向宝慧 ．我国乡村旅游 发展研究[A]．海峡两岸观 

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发展[C]．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出版社 ， 

2003． 

[3]李伟 ，武友德．乡村旅游的文化特性与开发研究[A]．海峡两岸观 

光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C]、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出版社 ， 

2003． 

[4]王兵 、从中外乡村旅游的现状对 比看我 国乡村旅游 的未来 [J]． 

旅游学刊，1999，14(2)． 

[5]吕连琴，刘爱荣．我国乡村旅游高级化的产品设计导向[J]．地域 

研究与开发，2002，21(4)． 

[6]贵州省旅游局，世界旅游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贵 

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O4．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Guizhou 

Rural Tourism：Combining Environmental 

Tourism with Cultural Tourism 

MA Yah．tin 

(School ofPublicAdministration，HuazhongUnivers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Rural tourism is getti“g more and more popular．From the 

view of its substa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rket Rend，rural tourism 

includes environmental tourism and cultural tourism．Based on 

assorting and an alyzing the products of rural tourism，the paper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environm ental tourism an d 

cultural tourism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rural tourism．Following the di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tourism an d cultural tourism combining closely，Guizhou could be 

expected to be buih into a famous resort of rural tourism in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Key words：Guizhou；rural tourism；environmental tourism；cult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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