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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南省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已有一定基础，并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规模效益可观、布局相对 

合理等特点。为实现湖南2l世纪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突出湖南生态环境特 色，挖掘湖南乡村地域文 

化 内涵，加强引导、管理和调控等深度开发 ，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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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nan rural tourism has rich res0uI℃es which has been largely developed。and has formed unique region— 

al features，considerable scale effect，and relatively reasonable layout．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nan rural tourism in 21 century，it is necessaly to highlight Hunan environmental features，explore H1man rural regional 

cuhural inherence，and enhance guidance，management and adjustment，which combine tll constructing new socialism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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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湖南乡村旅游开发的历史进程 

(一)湖南古代的乡村旅游开发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都是名扬古今的山水游记佳篇；宋迪的平山近水 

山水画《潇湘八景》图及米芾的《潇湘八景》诗更是名播中外， 

影响深远。经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开发装点，凡经古代名人 

所颂所画之地早已成为了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地。各地城郊名 

山、名水，如长沙的岳麓山、常德的德山、岳阳的君山、永州的 

西山、郴州的苏仙岭、祁阳的浯溪 、道州的濂溪等都是湖南古 

代乡村旅游开发的历史见证。我国古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 

学家徐霞客，370年前在湘东南一代“楚游”期间，“其行不走 

官道”，旅行考察于穷乡僻壤之间，在其《楚游日记》中所记载 

和描述了茶陵“会仙八景”、永州“出水崖”、江华“阳华岩”、郴 

州“万花岩”等胜景⋯。这说明古代湖南乡村旅游开发已经很 

普遍和深入，古老的“三湘”大地已成为古代文人考察、学士漫 

游之地。古代民间流行的清明“踏青”郊游和“重九登高”也是 

古代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活动 ，而且规模不小。 

(二)湖南近现代乡村旅游开发 

湖南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抗 

日战争时期 ，中日双方在中国进行过 23次大规模的正面交 

战，湖南竟占6次；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衡阳和 

邵阳之间同国民党的白崇禧部队进行了著名的衡宝战役，接 

着在湘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活动，战后又在湖南各地修建 

了如洞口县江口的“抗 日阵亡将士墓”、邵东县界岭纪念衡宝 

战役中壮烈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东华烈士墓及 

纪念塔”等建筑。湖南人杰地灵，近现代产生过五个人才群 

体 ，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包括 

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刘少奇 、任弼时、彭德怀 、贺龙、罗荣桓以及 

粟裕、黄克诚等 6员大将 、l9名上将在内的强势人才群体，享 

有“绍兴师爷湖南将”或“文多吴音，武多楚将”的盛誉 。这 

些名人的故居都地处乡村，而且大多经过了修缮、整饰，可供 

参观瞻仰。尤其是毛泽东故乡韶山早在 1951年就对国内外 

旅游者开放，20世纪 60、70年代韶山成为了国内外游客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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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的地方，仅 1968年就接待国内外游客 270万人次，由此 

可见一斑。湖南是全国红色旅游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由 

此为依托在全省各地兴建了众多的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这些都是当今最为重要的乡村旅游地。 

(三)湖南当代的乡村旅游开发 

如果说古代和近现代的湖南乡村旅游开发是无意识的 

话 ，那么于20世纪 90年代的长沙、益阳等城市周边地区兴起 

的“农家乐”旅游，便是有意识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乡村旅 

游开发了。“农家乐”旅游以农业 、农村、农事等农业资源优势 

为旅游者提供观光、娱乐、运动、餐饮、住宿、购物的乐趣，游客 

们吃的是有地方特色的农家风味特餐，住的是青瓦白墙农家 

宿舍，玩的是乡村民间文艺项 目，买的是农家风味土特产品及 

手工艺品。乡村旅游过程中一切充满着农味、野味、乡土味， 

处处使人耳目一新，从而引发了城市居民的竞相参与，使 2l 

世纪以来的湖南省乡村旅游以不可阻挡之势获得了快速发 

展。目前，湖南农村旅游在经营项目上除“农家乐”旅游以外， 

又出现了观光农业 、休闲农业、乡村民俗旅游、乡村节庆活动、 

乡村生态休闲度假 、都市农业(城郊部分)等形式。据不完全 

统计，2005年底，全省具备一定规模的乡村旅游企业 5 000 

家，直接从业人员近 l0万人，接待乡村旅游者 2 000多万人 

次，年经营收入超过 3o亿元 J。从发展态势看，湖南省的乡 

村旅游开发正方兴未艾，蓬勃发展。 

二 湖南乡村旅游开发的特点 

(一)地域特色鲜明 

湖南省各地乡村 自然、人文资源环境的地域差异明显。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地根据其区域资源优势，发展个性突出 

的旅游项目。如益阳的“农家乐”旅游利用“桃花江是美人窝， 

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的背景，在山美 、水美 、人更美的 

桃花江畔开发“洪山竹海”，而且围绕“竹”子开发“竹”文化，突 

出“做客竹乡农家，亲近美好自然”的主题。游客们吃竹宴，睡 

竹床，用竹家具，观竹海，尽享竹乡风情。这些使益阳纳入了 

全国的“竹乡之旅”的旅游区域，并吸引着益阳、长沙乃至全国 

的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览。益阳还开发了“湖乡农家乐”、“花 

乡农家乐”、“渔乡农家乐”、“樵乡农家乐”等系列“农家乐”旅 

游产品。另外 ，长沙的锦绣江南园林山庄、百果园、金星生态 

休闲园、剑龙度假村、株洲的白鹭湖农业生态园、攸县地杰山 

庄、醴陵福仙山庄、永州的异蛇山庄、衡阳珠晖区的酃湖水上 

度假中心、白鹭湖生态休闲园、南岳的红叶寨“农家乐”、邵阳 

的天原现代农业示范园、郴州的梦里故乡生态休闲园等开发 

的乡村旅游产品，也是在原有农业项 目基础上通过挖潜改造 

转化或凭借特色资源环境开发建设的乡村旅游产品。 

(二 )规模效益可观 

乡村旅游开发的实践表明，自发、分散、粗放的小农个体 

经营形式效果不佳，因此，特色化、规范化 、规模化、品牌化是 

现代乡村旅游开发的主体方向，而规模化又是其核心。由于 

湖南有不少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民营企业投入，旅游业一开 

始就显示出一定的规模特色。首先，在投资规模方面，仅长沙 

城市周边地区的乡村旅游项 目，投资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就有 

葆春山庄、千龙湖生态旅游度假村 、金星生态休闲园、万虎岭 

种养休闲园、永州祁阳三圣湖休闲度假山庄等休闲农业项 目 

十余家；益阳阳光国际休闲中心，投资也达1 4OO万。其次，在 

用地规模方面，浏阳浩博山庄 、长沙金星生态休闲园、邵阳的 

邵阳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常德花岩溪国家森林公园、衡阳花果 

山庄，占地都在 500亩以上，望城的万虎岭休闲园、株洲天元 

区的太高乡村俱乐部等项目，用地规模超过 1 000亩，而且多 

是利用荒山改造而成，完全符合乡村生态建设的要求；再次， 

在接待规模方面，衡阳酃湖水上度假中心和白鹭湖生态休闲 

园、长沙金星休闲生态园、株洲皮佳洞仙境乐 、邵阳流光湖生 

态农庄园均有床位200多个，年接待能力超过20万人次，益 

阳葡萄山庄的年接待规模更是在5o万人次以上，经济效益十 

分可观。 

据统计，仅长沙市的休闲农庄，在 2OO6年的“五一”黄金 

周期间接待游客达 129万人次，经营收入超过 150万元人民 

币。由此可见一斑。 

(三)布局相对合理 

从湖南现有的5 000多家休闲农庄来看，全省各地(市) 

都有分布，即使在相对较为边远的通道、会同、城步等山区．也 

有乡村旅游项 目分布，但绝大多数仍集中分布于东部洞庭湖 
— — 湘江流域一带 ，尤其是长株潭地区分布更为密集。 

长沙是湖南惟一的特大城市，非农业人 口超过 200万。而 

且是全省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人均经济收入相对较高，因 

而在其周边地区集中分布有一定规模的乡村旅游项 目达 9OO 

多家，而且金星生态休闲园、剑龙山庄、葆春山庄、百果园、千 

龙湖生态旅游度假村、锦绣江南园林休闲山庄、樱花温泉度假 

村、万虎岭种养园、浏阳浩博山庄等大型项 目，都在长沙城市 

的外围地区。株洲市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晚，但在长株潭城 

市群中地处于中心位置，并依托发达的交通枢纽优势，其旅游 

发展速度惊人。仅天元区至 2O(O年就集中分布有休闲农庄 

和“农家乐”旅游项目34家(其中农业休闲项 目 8家，农家乐 

26家)。其中的白鹭湖生态农业园、白莲温泉休闲基地 、地杰 

山庄、福仙山庄、神农生态园、太高乡村俱乐部等乡村旅游项 

目的规模都相当可观。郴州发挥“粤港澳后花园”的独特优 

势，乡村旅游项 目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其 中梦里故乡生 

态休闲园、龙湾度假村、仙乐水上休闲度假村等等，都是知名 

之地。 

湖南乡村旅游项目在张家界、南岳衡山等景区的周边地 

区也比较集中，多是利用景区的分流客源和作为景区的资源 

补充而出现，在形式上多为“客栈型”农家乐和“度假型”农家 

乐。常德花岩溪农家旅馆、桃源县桃花源的“桃源人家”、张家 

界的武陵源“家庭旅馆村”、衡山的南岳红叶寨“农家乐”等项 

目，都是比较有特色的项 目。 

三 湖南乡村旅游深度开发的思路 

， (一)突出潇湘生态环境特色 

“回归 自然，反朴归真”，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的主旋律。 

乡村旅游的快速兴起 ，就在于绿色的乡村生态环境和原汁原 

味的乡土生态文化，吸引了城市居民返朴归真的追求。从美 

学和文化的层面看，真、善 、美都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总 目标和 

最高境界，即以真、善、美作为精神内核，让游客返朴归真，体 

验 自然真谛 ，感受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享受“天 

人合一”的美妙意境 ，实现“天地人 和谐”的共生、共享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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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湖南 自然生态环境的最大特点是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和 

特有的山水结构环境下孕育出的秀丽 自然山水景观，湖南乡 

村旅游的开发应当尽量营造出“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 

有诗”(陆游诗句)的意境和秀色可餐的氛围。南岳红叶寨“农 

家乐”安排旅游者在树荫下、竹林里、泉石间进行餐饮娱乐，可 

听蛙鸣、闻鸟音、观流泉飞瀑，慕名而来的旅游者对此赞叹不 

已。位于长沙市南郊“百里花木走廊”的“锦绣江南园林休 闲 

山庄”，利用当地极为平常的水塘 、渠道和微微起伏的地貌形 

态 ，营造出了江南式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国务院副 

总理吴仪曾来此游览，观赏园中的珍贵盆景、名贵苗木和特色 

花卉，夸赞年青经理王仲林“不简单”，并要求有关部门大力发 

展乡村休闲农业旅游 J。惟如此，才会使旅游者真正体验到 

湖南乡村之美，大自然之美。 

(二)挖掘湖南乡村地域文化特色 

欣赏异域风情、领略异乡文化，是当代旅游者共同的心理 

需求。以当地城市居民为主体游客的湖南乡村旅游，怎样才 

能满足其文化心理需求，这需要挖掘湖南乡村地域文化特色。 
一 是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湖南乡村田园景观。湘北洞庭 

湖区以平原水乡田园景观为特色，湘西 、湘南山区以山地立体 

农业田园景观见常，具有开发价值。二是发展饮食文化。湖 

南的茶文化较发达，益阳人喜食芝麻豆子姜盐茶，桃源人流行 

热饮“秦人擂茶”，桃江、安化一带冷饮“客家擂茶”，瑶族、土家 

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盛行“打油茶”。湖南的酒文化具有不同的 

地域特色，如衡阳的湖之酒 、祁阳的雅酒 、瑶家的黑糊酒(又称 

牛屎酒)、侗族的苦酒 、洞庭湖区的甜酒(又称酒酿酒 、水酒)。 

在饮法上湘南一带饮酒伴以“划拳”，湘西则用吸管吸(称之为 

“箍酒”)。湖南的茶文化、酒文化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三是 

培育地方文化艺术。如常德地区的丝弦和汉剧，湘南的渔鼓， 

祁剧和昆腔，衡阳的稻草龙、棉花龙，长沙的湘剧，益阳的花鼓 

戏，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家山歌、苗族古歌、侗族大歌等等， 

这些地方艺术具有特别的韵味，令城市游客倍感新奇，为此， 

必须深入挖掘 ，精心整理和提炼，塑造出具有湖南乡村自身特 

色和独特卖点的乡村文化旅游产品。 

(三)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出发，在《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 

设》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包括 6个方面的内容：(1)新发展 ，指经济发展； 

(2)新环境 ，指环境要改善；(3)新房舍，指农村要因地制宜建 

设具有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民住房 ；(4)新设施，指完善基础 

设施，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视等配套设施要齐全；(5)新 

农民，即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6)新 

风尚，指移风易俗，提倡科学 、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乡村 

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些正是乡村旅游发展所需要的 

社会经济环境。但乡村旅游开发也必须考虑如何为农村致 

富、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服务。因此 ，湖南的乡村旅游发展必 

须做到：一要涉农 ，即具备农业生产功能 ，重视高新技术农业 

项目的开发和推广，促使“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化；同时 

也为乡村旅游者领略田园风光、学习农业技术、感受农业生 

产、体验农事趣味创造条件。二是乡村旅游企业招收员工要 

尽量使用当地的农民工，以促进湖南“人口大省”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就地转移，并提高乡村旅游企业的精神文 明建设和员 

工的职业素质、文化，使乡村旅游企业成为培养新农民和向乡 

村社区传播新社会、新风尚的基地。三是将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旅游上层设施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以迅速改 

变湖南目前不少乡村交通阻塞 、信息不灵的落后现状。四是 

坚持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农民主体经营的原则，使湖南乡村社 

区和农民成为乡村旅游的最大直接受益者。值得注意的是， 

湖南乡村旅游资源最具特色的地方往往是最为贫困的乡村， 

坚持社区参与和农民主体经营原则可促使贫困地区迅速脱贫 

致富。惟如此，才能使湖南的乡村旅游得到乡村社区和农民 

的支持，从而获得最有利的发展环境。 

(四)加强引导、管理和调控 

乡村旅游是一种生态合理、经济可行、社会适宜且高效、 

无公害的可持续旅游活动。它在推动旅游业向前发展的同 

时，可以维护乡村旅游资源的合理、永续利用，保护和改善乡 

村生态平衡，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改变农村贫 

穷落后的面貌，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新的活力。但如 

果管理不好，就有可能造成一哄而起 、一哄而散的不利局面。 

湖南的乡村旅游尚处于初创阶段，为防止这种情形发生 ，一定 

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对乡村旅游的引导、管理和调控。首 

先，应有归口部门管理。湖南省已明确乡村旅游 由乡镇企业 

局管理，而且成立了相应的休闲农业协会和休闲农庄星级评 

定委员会，负责学术指导和休闲农庄的经营等级评定，这应该 

是一大创新。但还必须在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上下功夫，建 

立“经济、行政、法律”三位一体的综合管理制度。其次，把好 

规划 、布局关。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一个涉及多行业 、多部 

门的系统工程 ，受到 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经济和社会管理等 

诸类因素的制约。为综合兼顾、统筹各个方面的关系和利益， 

提高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益，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合理 

规划、科学布局。同时，乡村旅游项目无论是区位上的大中城 

市周边型、著名风景名胜区周边型还是资源特色前提下的交 

通便捷型和特色村寨型 J，都应有严格的布局要求。再次，加 

强质量监控。乡村旅游具有分散性和松散性特点，管理难度 

较大。然而其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又关系到其生存和发展， 

故湖南的乡村旅游应该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加强宏观调控， 

尤其是要通过休闲农庄星级的评审活动逐步引导乡村旅游进 

入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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