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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宠物友好旅游研究。文章中论述了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战略，分析了乡村

振兴背景下旅游发展的意义，同时也针对宠物友好旅游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且以岱山龙头村为例，深入

探讨了宠物友好旅游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路径与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推动乡村宠物友好旅游发展的新

思路，既充分发掘和利用了乡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紧密结合了现代游客的多元化需

求，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活力，推动乡村特色旅游的繁荣发展，实现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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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research on pet-friendly tourism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
tion. The article discusses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nalyzes the sign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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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lso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t-friendly tourism. Taking the leading village of Daishan as an example, it deeply 
explores the path and method of combining pet-friendly tourism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reatively proposes new ide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et-friendly tourism. It not 
only fully explores and utilizes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countryside, but also closely integrates with the diverse needs of modern tourists, injecting more 
vitality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tourism, and achieving a win-win situation in economy, culture and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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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旅游论述 

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渐缓模式，依据历史的基本发展特征，人口红利与资本的累积目前处于相对平

稳运行的阶段[1]。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振兴尤为重要。乡村振兴是指在中国农村实施的一项重要战略，

旨在通过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地区全面振兴，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幸福

感[2]。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合理推进全国经济振兴的政策。它的提出，

将经济发展关注重心由工业向农业转变，巩固了农业、农村、农民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营造了以

资源平衡为基础的乡村可持续发展环境[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各地发展建设的势头如火如荼。

这不但为国民经济和产业振兴带来了契机，也成为广大农村地区可持续理念下的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助

力[4]。 
乡村旅游是指以城市居民为主体的旅游者在乡村自然环境或人文风情的吸引下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游

憩活动，其中包含(以景观和田园风光为主题的观光乡村旅游，以及以民俗风俗及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民俗

文化旅游，以及以康体治疗为主题的康体旅游等多种类型)的乡村旅游[5]。乡村旅游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

富多彩的旅游体验，也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乡

村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发展的意义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加快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6]，在乡村振兴的宏大战略框架下，乡

村旅游所承载的深远意义愈发凸显。其不仅成为乡村经济、文化、环境等多个维度的重要推动力，更是

城乡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桥梁，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首先，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它巧妙地将乡村的自然资源与人文优势转化

为经济效益，为乡村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入。这一转变不仅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助力贫困农民脱贫

致富，而且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的深度优化与升级，进一步增强了乡村经济的内生动力。 
其次，乡村旅游在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乡村旅游活动，游客能够深入体

验乡村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从而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这种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不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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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乡村文化的自信心，也为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最后，乡村旅游在促进城乡交流与融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了解乡村生活

方式和文化特色的窗口，增强了城乡之间的理解与互动。同时，乡村旅游也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接触和了

解城市文明的机会，有助于他们拓宽视野、提升自身素质。这种城乡之间的双向交流与融合，有助于缩

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综上所述，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不仅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还

改善了乡村环境、促进了城乡交流与融合。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的支持力度，推动其高质量

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活力。 

3. 宠物友好旅游现状分析 

3.1. 宠物友好住宿的兴起为携宠旅行提供了良好的住宿环境 

“宠物友好”并不是一个新词，这一概念由国外引入，近几年在国内时兴起来。它意味着不排斥、

可以接纳宠物进入公共活动空问，并且在场所内为宠物提供便利[7]。近年来，宠物和宠物主数量呈爆发

式增长，宠物经济在消费升级背景下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8]。随着我国养宠人群数量进一步扩大，

养宠观念开始转变，携宠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由此衍生的携宠住宿之需求日益增加[9]。在现代旅游业

中，越来越多的酒店和民宿开始注重宠物友好，为携宠出行的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些宠物友好的

住宿场所不仅为宠物们提供舒适的环境，还提供各种贴心的服务，让宠物们也能享受到旅行的乐趣。 
大多数宠物友好的酒店和民宿都会为入住的宠物提供专用的设施，例如宠物窝、笼子和垫子等，以

确保宠物们有一个温暖舒适的休息空间。这些设施通常都经过精心设计和挑选，不仅美观实用，还能满

足宠物的各种需求。 
除了基本的设施外，一些高级品牌酒店还为宠物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附加服务。比如，有的酒店会

提供遛狗服务，让宠物们可以在户外尽情奔跑和玩耍；还有的酒店会提供宠物美容服务，为宠物们进行

洗澡、修剪毛发等护理，让宠物们保持干净漂亮的外貌。此外，为了方便携宠用户带宠物外出活动，许

多宠物友好的酒店会设置专门的宠物楼层或者选择酒店的一层作为宠物活动区域。这样，游客们就可以

更加轻松自如地带着宠物外出散步或者玩耍，享受亲子时光。 

3.2. 交通出行中自驾仍然是携宠旅行的主流方式 

携宠旅行如今已成为许多宠物主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一，在众多交通方式中，自驾以其灵活性和便

利性成为了携宠旅行的主流选择。无论是长途跋涉还是短途出游，宠物主人都可以选择自驾，带着心爱

的宠物一同领略路途中的风景。 
如今，滴滴打车、哈罗租车等平台提供了便捷的约车服务，让短途带宠物出游变得轻而易举。通过

这些平台，宠物主人可以快速找到适合的车辆，解决出行问题。在使用这些服务时，宠物主人也需要注

意保持车内整洁，以免给司机和其他乘客带来不便。如果在归还车辆时发现车内脏污或有宠物毛发残留，

宠物主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清洗费用。 

3.3. 对携宠旅行持开放态度的景区不断增加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选择携宠旅行，而内地景

区对携宠旅行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开放性景区，如古北水镇、颐和园等古镇和市属公

园，以及自然型的沙漠、草原和房车露营地等，对宠物的规定越来越宽松，基本上都持欢迎态度，允许

宠物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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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携宠旅行，不同景区仍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一些景区在检票处会要求游客签署带宠承

诺书，以确保游客能够遵守景区规定，保持景区环境的整洁和安全。与此同时，一些景区还会根据游客

数量和旅游淡旺季情况，对携宠旅行进行一定的限制或管理，在旅游旺季，当游客数量较多时，景区可

能会限制宠物进入，以避免对景区秩序造成干扰。 

4. 龙头村宠物友好旅游发展构思 

4.1. 宠物 IP 形象设计 

IP 形象设计是 IP 的视觉化呈现，IP 形象具有鲜明的性格与外型特征、拥有更多人性化特征，富有生

命力；其识别性高、传播速度较快、受众群体大，以 IP 形象设计的方式融入到品牌形象的构建中，对于

构建品牌形象有重要的运用价值和意义[10]。宠物 IP 形象设计作为一种创意表达方式，在当下文化市场

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融合了动物特征、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等元素，更深刻体现了人们对

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以“岱你来浙”的谐音命名四个 IP 形象为黛黛、倪倪、莱莱和哲哲，并赋予

宠物 IP 形象设计的内涵与价值，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ai Dai, Ni Ni, Lai Lai and Zhe Zhe 
图 1. 黛黛、倪倪、莱莱和哲哲 

 
首先，黛黛作为奶牛猫形象的宠物 IP，其活泼有趣的性格与奶牛猫的“神经质”特质相得益彰。设

计师巧妙地将龙头元素融入其形象之中，不仅使其成为龙头村的代表，更寓意着祥瑞与吉祥，寄托了人

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深切向往。这一设计不仅体现了设计师的创意与匠心，更在无形中传承了中华民族的

龙文化。 
其次，倪倪作为橘猫形象的代表，其心宽体胖、开朗热情的性格深受人们喜爱。以岱山的海洋特色

为灵感，将螃蟹帽和小胖鱼等元素融入倪倪的形象设计中，可使其成为岱山美食特产的形象代表。这一

设计不仅凸显了倪倪的地域特色，更在无形中宣传了岱山的海洋文化。 
再者，莱莱以柴犬形象为基础，其额头上的扇贝形白色胎记与岱山地标灯塔博物馆形状的项链相得

益彰，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这一设计不仅展现了柴犬的可爱与呆萌，更将地域文化

与宠物形象设计巧妙结合，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最后，哲哲作为边牧形象的宠物 IP，其阳光开朗、热爱运动的性格与海岛县岱山县的自然环境相得

益彰。哲哲身穿带有龙图案的衣服，体现人们对于渔文化的热爱以及中国人血脉里对于根源的追求。这

一设计不仅深化了哲哲的形象内涵，更在无形中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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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宠物友好村庄差异化定位 

4.2.1. 科学功能设置，处处宠性化 
村庄的乐园内规划了许多功能分区，为宠物及其主人提供方便：大多数狗狗都喜欢玩水，尤其是在

炎热的夏天，宠物戏水区的互动式水景，满足部分宠物戏水的天性；规划双门系统，进出分流，进口有

宠物安检，防止宠物跑丢和减少风险；增加宠物洗护池，宠物流动饮水机，宠物捡屎袋投放点等便利设

施，解决宠物饮水、排泄等问题。园区还增加廊架及休憩长凳，宠物玩耍的同时，主人在此既能时刻注

意到宠物的动态，也能和其他宠物主交流互动，以宠物为话题，结交朋友，增进邻里交往。 

4.2.2. 人性化设计，体现人宠和谐共生 
村庄的园区采用围栏及灌木形成厚实的边界，确保不同体型宠物的活动安全，合理的户外环境能让

宠物的性格友好稳定，同时也减少对行人的影响。绿地部分由草坪区和草坡区两块组成，乐园内包含游

戏设施，比如攀爬训练、运动装置等，可供宠物社交、玩闹，轻松解决宠物因圈养而导致的精力难以消

耗的问题。公园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增进主人与宠物之间的感情，致力于构建人宠和谐的新生态。 

4.2.3. 深入洞察细节，体现双向友好 
养宠和不养宠人士之间的矛盾，很多时候是因为宠物的“行为问题”，比如有的宠物性格敏感，喜

欢吠叫。一个相对封闭的宠物乐园给宠物提供社交机会，在宠主安全可监控的范围内满足运动需求，一

定的物理距离自然也减少“扰邻”，确保双方拥有各自活动的空间，双向友好。 

4.3. 宠物友好活动策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放松身心、回归自然的需求日益增强。与此同时，

宠物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人类的忠实伙伴，更是带给人们欢笑、陪伴与

安慰的源泉。而渔乡，以其简单纯粹、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成为了远离都市喧嚣的理想休闲胜地。 
在充分把握“互联网+”的时代机遇的基础上，以构建宠物友好型服务村庄为目标，巧妙地将宠物元

素与渔乡特色相结合，通过“萌宠小岛时装秀”、“寻宝大作战”、“执子之爪，相伴到老”三个活动，

可为参与者提供了一场独特而有趣的体验。此举旨在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打造潮流网红打卡点，让人们

在享受与宠物共度时光的同时，也能领略到大自然的美妙，进而推动当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其中，“萌宠小岛时装秀”活动尤为引人注目。预先报名的宠物家庭纷纷派出自家的宠物参与走秀，

展现时尚魅力。大屏幕循环播放着宠物们从出生到成长的图片或视频，生动地还原了主人与爱宠的生活

场景。这场亲子走秀不仅展现了宠物与主人之间的深厚情感，更让人们在欣赏中感受到了宠物带来的纯

粹快乐。 
“寻宝大作战”活动则是一场充满乐趣和挑战的探险之旅。工作人员在郊野公园的自然探索乐园内

随机放置宝藏，参与者通过与园内工作人员和摊位卖家的交流获取线索，然后和宠物一起在园内寻找宝

藏。这一活动不仅锻炼了宠物的寻物能力，更增加了宠物和主人之间的默契度。在寻找过程中，人宠互

相陪伴和鼓励；在找到宝藏后，他们共同分享喜悦与欢笑。 
“执子之爪，相伴到老”活动则传递了更深层次的情感价值。活动举办方与流浪猫狗救助站合作，

为流浪狗寻找充满爱心的主人。成功匹配的主宠可以在水泥板上留下爪印，并签订主宠契约。这些契约

板将永久留存在郊野公园，成为宠物与主人相伴一生的见证。 
这一系列活动的举办，不仅能为参与者提供了与宠物共度美好时光的机会，更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

繁荣发展。同时，这些活动也传递了关爱动物、珍惜陪伴的深刻寓意，让人们更加珍视与宠物之间的情

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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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乡村振兴的视域下，宠物友好旅游作为一种创新的乡村旅游模式，可以为乡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和活力。通过对乡村资源的深入挖掘和整合，宠物友好旅游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提升了游客体

验，更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岱山龙头村为例，依托独

特的自然景观、人文资源和特色产业，可以成功打造出具有海岛特色的宠物友好乡村旅游模式。不仅可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带动当地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来源，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振兴的进程。与此同时，宠物友好旅游也促进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通过

参与当地的非遗项目和手工艺制作，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乡村的历史和文化，增强了对乡村文化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而乡村地区也通过旅游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了自身的文化特色，提升文化软

实力。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宠物友好旅游的发展模式，使“宠物友好”成为构建人宠和谐以及“宠

物经济”的“新流量密码”[11]，推动其在更多乡村地区的落地生根，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新的活力和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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