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刊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第 1 卷第 2 期
２０２５年 3 月

Vol. 1 No. 2
Mar.２０２５

294

Doi：doi.org/10.70693/rwsk.v1i2.615

乡村振兴背景下汤家汇小镇旅游形象感知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赵雯 1 车晨 1 刘家俊 11

（1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展现出独特的价值与发展潜力。本文以安徽省汤家汇

小镇为研究对象，运用高频词分析、网络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等方法，探讨了该地区旅游形象感知的现状

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汤家汇小镇的旅游形象主要围绕“红色”、“革命”、“大别山”
等关键词展开，游客对其红色文化资源和乡村自然景观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但在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方

面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情感分析显示，大部分游客对小镇旅游体验持积极态度，但仍有一定比例的游客

表达了中性或消极情绪。基于这些发现，本文提出，汤家汇小镇应进一步优化旅游产品，增强红色旅游与

乡村旅游的融合，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其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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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振兴战
略的推进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其中，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已成为推动农
村经济增长、优化城乡关系的重要抓手。近年来，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逐渐兴起，在丰富
乡村旅游业态的同时，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新的动力。红色旅游作为承载革命历史记忆、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的重要载体，与乡村的自然景观、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相结合，不仅提升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
也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品牌塑造和市场竞争力。如何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并将其
与生态旅游、乡村产业振兴有机结合，成为当前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尽管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部分乡
村红色旅游地存在资源开发与保护不平衡的问题，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较为浅层，缺乏深入的文化体验和
教育功能，导致游客黏性不足，难以形成长效旅游市场。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
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单一，未能有效结合乡村产业体系，导致产业链条不完整，经济带动效应有限。此外，
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与乡村旅游的休闲属性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如何在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的同
时，保持红色旅游的严肃性和教育性，是乡村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探讨乡村旅游与红
色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构建文化、产业、生态协调发展的机制，成为当前学界和实践领域亟需研究的重
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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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以安徽省汤家汇镇为研究案例，探讨乡村旅游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及其对乡村振
兴的推动作用。汤家汇镇作为一处具有重要革命历史意义的红色文化基地，同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乡
村旅游发展条件，为乡村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典型案例。本文采用实地调研、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
及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乡村旅游形象感知、红色文化资源利用、产业融合模式等方面展开分析，探
讨如何通过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旅游，提升旅游地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并构建红色旅游、乡村经济、生
态环境共生共赢的发展机制。研究成果将为乡村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同时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二、 文献综述

（一）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进展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其在经济层面上能够持续增长，还应注重文化内涵的提升、生态环境的
保护以及社会效益的实现。孙九霞等（2023）指出，探讨了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内在
关系，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差距，并提出了以“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为核心的创新路径，旨在推
动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旅游应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推动农业与旅
游的深度融合，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同时，管恒善等（2023）强调，旅游作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
关键手段，通过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可带动当地经济和改善民生，但过度开发可能超出生态环境承载能
力，导致不可逆后果，因此，实现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对落实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至关重要。

此外，生态旅游、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王琴梅和方妮
（2017）在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乡村旅游应当作为生
态环境保护的有力手段之一，推动生态保护与旅游产业的双赢发展。李光绪（2023）进一步指出，乡村旅
游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政策、市场与技术的综合推动，政策应鼓励地方特色文化的展示，市场应关注游客多
元化需求，而技术则可以推动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

（二） 旅游形象感知的研究进展

旅游形象感知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印象和情感反应，它不仅影响游客的选择，也直接影响到目
的地的品牌塑造和市场竞争力。许多学者通过研究旅游形象的感知，提出了多种影响因素和测量维度。王
承云等（2022）揭示了旅游者对上海红色旅游形象感知的层次结构及其情感评价，指出红色精神文化的传
承是积极情绪的核心因素，而景点结构不合理和非自主性行为则是负面情绪的主要来源。蒋思玮等（2025）
则认为，乡村旅游的形象感知不仅由自然景观的美丽与否决定，还与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民俗体验的真实
性等密切相关，游客的旅游行为受这些因素的强烈影响。

在乡村旅游的形象塑造过程中，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被认为是关键因素。余可发（2021）研究表明，
乡村旅游的品牌形象塑造应注重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创新，能够帮助旅游地提升独特性，增强其在市场中的
竞争力。梅文慧和王历晴（2017）也提出，乡村旅游目的地应通过多元化的营销策略来塑造鲜明的旅游形
象，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化平台提升旅游形象的传播力，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三）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朱长宁和鲁庆尧（2023）
指出，乡村旅游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增加，还能为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来源，推动乡村基础设施的
改善。因此，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应与乡村振兴的目标高度契合，即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
会效益和文化效益。王金伟等（2024）进一步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旅游发展应该注重乡土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将地方特色文化与现代旅游需求相结合，实现乡村文化的创新性转化。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旅游也面临着产业整合和创新的问题。乡村旅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自然资
源的利用，还依赖于地方文化的创新与品牌建设，乡村旅游的产业链应当更加多样化，涉及农产品、文化
创意产业、手工艺品等多种领域。通过这种融合，能够提高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提升乡村振兴的整体效果
（崔海洋,成玲，2025；宋才发等，2025；明庆忠等，2023）。

（四） 研究地概况

为了深入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本研究选取了汤家汇小镇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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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家汇小镇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是一个典型的融合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和文化底蕴的乡村旅游目的
地。小镇地处金刚台脚下，四季分明，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水景观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其自然资源优势包括
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溪流以及广阔的田园风光，这些资源为乡村旅游的生态体验提供了优良条件。此外，
汤家汇小镇还拥有独特的农业资源，特别是茶叶、中药材和有机水稻，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特色产品。除了
自然和农业资源，汤家汇小镇还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红色文化的优势。作为大别山腹地的革命老
区，小镇保存了大量的红色遗址和纪念建筑，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该地区的革命历史和文化为小
镇的旅游形象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小镇通过挖掘并传承地方文化、红色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逐步形
成了以农业体验、红色文化旅游和乡村民宿为核心的多元化旅游模式。近年来，汤家汇小镇依托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逐步发展成为乡村旅游的典范。小镇将农业、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多元
化发展。乡村民宿的兴起和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提升了小镇的吸引力，也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新
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然而，随着游客数量的增长，如何平衡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在保持地
方文化特色的同时避免同质化，仍然是汤家汇小镇面临的挑战。总体而言，汤家汇小镇通过发挥其独特的
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为其他乡村旅游地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和借鉴。

三、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社交媒体（如微博、抖音）、旅游网站（如携程、马蜂窝）等平台上的游
客评论数据。这些平台上游客的评价内容包括对汤家汇小镇旅游资源的认知、旅游服务质量的反馈、景区
体验的描述等。这些数据反映了游客对旅游地的真实感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数据收集过程
采用网络爬虫技术和手动收集相结合的方式，确保获取足够的样本数据。所有收集到的数据在进行分析前，
首先经过数据清洗和预处理，包括去除无关信息、重复数据、错别字和噪声数据等。预处理后，数据将被
输入到高频词分析、网络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等分析工具中进行进一步处理和分析。

（二） 高频词分析

高频词分析是一种定量分析文本中高频词汇的方法，能够揭示出文本中反映关键内容的核心词汇。在
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对汤家汇小镇的游客评论、社交媒体帖子以及旅游网站的游客反馈数据进行高频词分
析，识别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旅游形象感知的主要关键词。具体操作包括以下步骤：首先，收集游客对汤
家汇小镇的评论数据，包括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和马蜂窝、携程等旅游网站上的评论；其次，利用 Python
中的自然语言处理（NLP）工具进行文本处理，提取出高频词并生成词云图，从而直观地展示游客在评论中
常提及的词汇。通过高频词分析，能够初步了解游客关注的主要旅游元素，如自然景观、乡村体验、红色
旅游等，为进一步的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提供基础。

（三）网络语义分析

网络语义分析主要通过对游客评论的语义信息进行深入解析，揭示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认知结构和
情感倾向。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挖掘评论中的潜在信息，包括游客的具体体验、态度
和观点。在本研究中，网络语义分析将采用文本挖掘技术，对收集到的游客评论数据进行分词、词性标注、
句法解析以及语义理解等操作。通过这些方法，能够识别出评论中的关键主题，如“红色”、“红军”、“革命”
等，并进一步分析游客对这些主题的态度。语义分析将依托成熟的工具和算法，通过对每条评论的语义结
构进行解析，了解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整体认知框架。这种分析不仅有助于识别游客对小镇的关注点，还
能揭示出游客的情感倾向。

（四）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是利用计算机算法对文本数据中的情感色彩进行分析，分类为正向、负向或中性情感。在本
研究中，情感分析将对游客在社交平台、旅游网站等线上平台发布的评论进行情感倾向分析，评估游客对
汤家汇小镇的整体满意度和具体体验的情感态度。情感分析使用的主要工具为情感词典和机器学习算法，
通过对评论进行情感分类，判定其情感倾向。情感分析的具体过程包括：首先，对游客评论数据进行情感
词典匹配和情感分类；其次，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情感类别进行预测和归类；最后，分析情感分布，以
揭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情感态度。通过情感分析，能够全面了解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情感反馈，识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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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主要满意点和不满点，从而为改进小镇的旅游服务和资源配置提供依据。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高频词分析结果

通过对从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抖音）及旅游网站（如携程、马蜂窝）收集的游客评论数据进行高
频词分析，揭示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主要认知维度。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利用 Python中的 TextBlob、
WordCloud等工具提取关键词，并生成词云图。从分析结果来看，游客提及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金
寨”、“红色”、“红军”、“革命”等方面。具体而言，“金寨”这一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表明汤家汇小镇作为
金寨县的一部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在游客的感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金寨作为著名的革命老
区，是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游客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较强的认同感与兴趣。其次，“汤家
汇”、“红色”、“革命”也是频繁出现的词汇，反映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旅游资源的高度关注。作为革
命历史的见证地，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文化遗产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尤其是在国家大力推动红色旅游
的背景下，游客对革命历史和红色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此外，游客还提到“红军”、“历史”等关键词，显示
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作为历史文化名镇的认知，尤其是对红军长征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
要地位的关注。红军的足迹、历史遗址和革命文化在游客的讨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表明这些元素构成了
汤家汇小镇旅游形象的核心部分，并且是游客选择该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动因之一。

表 1 高频词排序

序号 单词 词频 序号 单词 词频 序号 单词 词频
1 金寨 703 21 商城 64 41 参观 37
2 汤家汇 482 22 国家 63 42 步道 36
3 红色 431 23 将军 61 43 发展 36
4 革命 248 24 文物 59 44 纪念 35
5 安徽 227 25 金刚台 58 45 皖西北 34
6 旅游 188 26 建筑 54 46 特色 33
7 小镇 185 27 生态农业 53 47 指挥部 33
8 大别山 173 28 保护 50 48 公路 33
9 红军 152 29 遗址 50 49 徒步 31
10 历史 135 30 放松 48 50 鄂豫皖 31
11 六安 124 31 天堂寨 47 51 茶产业 31
12 旧址 106 32 村落 47 52 传统 31
13 风景 105 33 乡村 45 53 赤色邮政局 29
14 文化 90 34 河南 44 54 古朴 28
15 景点 89 35 立夏节起义 41 55 笔架 28
16 自然 81 36 政府 39 56 红军街 28
17 教育 76 37 豫东南 39 57 遗迹 27
18 苏维埃 72 38 线路 38 58 烈士 27
19 体验 70 39 美丽 38 59 民宿 27
20 中国 69 40 朱家湾 37 60 小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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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词云图

（二） 语义分析结果

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游客的旅游形象感知，本研究利用 ROSTCM6对游客评论进行网络语义分析。通
过对文本中的词汇进行分词、词性标注、句法解析和语义理解，揭示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旅游资源和服务
的整体认知结构。分析结果显示，游客普遍将汤家汇小镇的旅游形象与“红色”、“革命”、“大别山”、“安徽”
紧密联系。这表明，汤家汇小镇的核心旅游形象是建立在其深厚的革命历史文化基础上的，特别是与红色
文化和革命历史的关联，使得这座小镇在游客心中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印记。游客在评论中反复提到“红色”
和“革命”，这不仅表明汤家汇小镇作为一个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地位，也反映了游客对小镇历史文化的认同与
热情。此外，“大别山”和“安徽”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较高，进一步突显了汤家汇小镇的地理特征和地方
文化特色。大别山作为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汤家汇小镇浓厚的红色旅游资源，而“安徽”则强调了
汤家汇小镇在整个安徽省旅游资源中的独特地位。

通过对游客评论文本的网络语义分析，研究还揭示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旅游资源的多维认知。除了红
色旅游资源外，游客还表现出对小镇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和农耕体验的浓厚兴趣。评论中涉及的“自然”、“生
态农业”以及“体验”等词汇，表明游客对小镇的生态环境和乡村风情有较为积极的评价，尤其是对田园风光
和农业景观的体验具有较高的期望。这些认知不仅显示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多维度评价，也反映了游客
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既看重历史文化的底蕴，也对自然景观和乡村生活方式充满好奇与向往。

图 2 网络评论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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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感分析结果

情感分析的目的是通过自动化工具对游客评论进行情感分类，识别游客对汤家汇小镇旅游体验的正向、
负向或中性情感倾向。情感分析结果显示，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整体情感倾向主要呈现出积极情绪、中性
情绪和消极情绪三种类型。具体而言，积极情绪占比 48.97%，表明大多数游客在评价汤家汇小镇时表达了
较为正面的情感。游客普遍赞赏小镇的自然景观、红色旅游资源和乡村体验，认为小镇的历史文化背景丰
富，尤其是红色文化和革命遗址的开发为游客提供了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情感共鸣。此外，游客也对小镇的
生态环境和田园风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里是一个适合休闲、放松并感受自然与历史的理想之地。其
次，中性情绪占比 40.61%，说明相当一部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体验持较为中立的态度。此类游客的评论
中，较少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色彩，往往更多是对旅游资源和服务的基本描述，如提到景点的布局、设施的
完善性以及交通状况等。虽然这些评论并未显著表达出负面情绪，但也未表现出特别热烈的喜爱或高度推
荐，反映了部分游客在整体满意度上较为平稳、无明显倾向。消极情绪占比 10.42%，这一比例相对较低，
表明少数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旅游体验感到不满。消极情绪的评论通常集中在一些具体的旅游服务方面，
如住宿条件、交通不便、部分景点设施欠缺等。部分游客还提到，在红色旅游项目的呈现上存在一定的商
业化倾向，未能充分传达革命历史的深度和情感，这也导致了部分游客的失望情绪。

表 2 情感类别表

情感类别 词条数（条） 所占比例 情绪分段统计 词条数（条） 所占比例
一般（0—10） 548 29.75％

积极情绪 902 48.97% 中度（10—20） 195 10.59%
高度（20以上） 159 8.63%

中性情绪 748 40.61%
一般（-10—0） 160 8.69%

消极情绪 192 10.42% 中度（-20—-10） 29 1.57%
高度（-20以下） 1 0.05%

五、 结论与探讨

本研究通过高频词分析、网络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等多维度的分析方法，对汤家汇小镇的旅游形象感
知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汤家汇小镇的旅游形象在游客的认知中主要围
绕“红色”、“革命”、“大别山”和“安徽”等关键词展开，这表明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已经在游客的认知
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红色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旅游形式，与乡村旅游在汤家汇小镇的结合，不仅凸显
了小镇的历史文化价值，也为其提供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红色文化和革命历史资源已经成为汤家汇小镇
的核心旅游资源，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通过高频词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色旅游与革命历
史的文化符号在游客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元素已经成为汤家汇小镇旅游品牌的关键构成。

情感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游客对汤家汇小镇旅游体验的情感倾向。分析显示，约一半的游客情感
表现出积极情绪，这些游客对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文化资源、革命遗址和自然景观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其既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又能提供宁静的自然体验。尤其是在游客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和对自然景观的赞美
中，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约四成的评论表现为中性情绪，这表
明游客的旅游体验缺乏深刻的情感共鸣，可能是因为现有的旅游产品尚未完全满足游客对个性化、多样化
体验的需求。少数游客的评论则表达了消极情绪，主要集中在旅游设施、服务质量及交通不便等方面，表
明汤家汇小镇在其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中，虽然红色旅游的文化吸引力显著，但仍面临提升服务和基础设
施的挑战。

通过对分析结果的总结，我们可以得出，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旅游资源和乡村自然景观已成为其独特的
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充分发挥仍需进一步改进和优化。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的融合提供了独特的旅游
产品和体验，游客普遍认同这一融合模式，并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然而，游客情感分析中存在中性和消
极情绪的反馈，显示出汤家汇小镇在服务设施、交通便捷性和游客接待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因此，汤家
汇小镇应注重结合红色旅游的深度挖掘和乡村旅游的多样化需求，推动这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形成
更加丰富和互动的旅游产品，增强游客的情感共鸣和体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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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数据来源的单一性和情感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虽然通过在线游客评论收集
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评论只能代表部分游客的反馈，可能存在一定的代表性偏差。情感分析技术在处理
复杂情感时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尤其在游客评论中含有混合情感的情况下，可能影响情感倾向的准确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更多元化的数据来源，如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进一步深入了解游客的真实需求与体
验。此外，随着情感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结合深度学习、情感词典扩展等技术，未来能够更精确地分析
游客的情感表达，提高研究的准确性。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深化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以提升旅游产品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汤家汇小镇的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自然景观相结合，已具备了良好的发展潜力，但为了实现高质量的乡村
旅游发展，必须在产品创新和服务优化方面下功夫。具体而言，汤家汇小镇应结合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更
加具有互动性和参与感的旅游项目，打造深度文化体验和教育意义相结合的旅游活动，如红色教育体验营、
历史文化主题村落等。这不仅能够深化游客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能够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情感共鸣。同
时，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同步提升，如改善交通、住宿和旅游信息服务，增强游客的便捷性和
舒适度。

此外，汤家汇小镇应根据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的融合，推动全域旅游的发展，扩大旅游的消费场景。
通过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乡村风貌和生态旅游等多元化元素结合，小镇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旅游选择，
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在这方面，小镇可以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创新旅游产品
和服务形式，利用数字化平台来提供虚拟导览、智能化服务等创新体验，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
满意度。通过这些措施，汤家汇小镇不仅能提升红色旅游的文化价值，还能促进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总之，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在汤家汇小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汤家汇小镇应不断创新
旅游产品与服务，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游客的整体体验，进而推动其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通过这
一路径，不仅可以提升汤家汇小镇作为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也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持，为我国的
乡村旅游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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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ourism Image Percep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Tourism in Tangjiahui Tow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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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tourism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serving as a key industry to drive
the rural economy. Particularly, the integration of red tourism and rural tourism has demonstrated
unique value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is study focuses on Tangjiahui Town in Anhui Province,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frequency word analysis, network semantic analysis, and sentim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perception of the town's tourism image and the path tow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urism image of Tangjiahui
Town primarily revolves around keywords such as "red," "revolution," and "Mount Dabie." Tourists
show a high level of recognition for it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rural natural landscapes, although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service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Sentiment analysis reveals that
most tourist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town's tourism experience, but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ourists express neutral or negative emot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angjiahui Town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ourism products,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red tourism
and rural tourism, and improve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ts rural
tourism.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angjiahui Town; Red Tourism; Tourism Image Perception;
Sentiment Analysis; Network Seman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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