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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方面，乡村旅游业单个投资者由于实力有限，难以进行有效 

的宣传推广，则可以和其他景点景区整合起来，进行联合促销， 

与其他旅游资源形成旅游形象叠加，弥补类型单一而导致的吸 

引力下降，并可互送客源，共同发展。 

2．促进环城游憩带的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 

长期以来 “三农”问题都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是我国社 

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1司题。环城游憩带的发 

展，把人们的游憩活动引向乡村地区，将游憩这一现代产业引入 

农村地区，促进了所在地区产业经济结构和农业经济结构的调 

整，在农业这～传统产业里加入了观光、休闲、度假的功能，提高 

了农业的附加值。与其他旅游形式相比较，乡村旅游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的效果更加显著、更加直接，不但带来了资金，有助于农 

民就业 、增加收入，更重要的能够帮助广大农民转变思想 、开拓 

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开发成都环城游憩带，发展乡村旅游的社 

会意义远远大于其产生的经济效益。“五朵金花”申报国家 4A级 

旅游区成功，成都被授予“中国农家乐发源地”称号，这些都与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乡村旅游的发展与国 

家中心任务相契合，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作为环城游憩带的一 

部分，它的发展也必然会促进整个环城游憩带的发展。 

3．点、轴结合 ，实现成都游憩业的可持续发展 

点轴开发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 

巴、马利士等人提出。这一理论十分重视地区发展交通条件和区 

位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一些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 

较好的区域发展成为 “点”状增长极；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上 

聚集，会在交通干线上形成线状基础设施，并能够将沿线的经济 

增长点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经济增长轴。这一理论还认为，点轴开 

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开发，也更 

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游憩总是要遵循一定的游憩 

线路，所以点轴开发理论对游憩项目开发具有较高的指导意 

义。根据点轴开发理论，除了要重视游憩增长中心的建设外，也 

要重视游憩干线和游憩环线建设，在环城游憩带内确定若干具 

有有利发展条件的线状轴线优先发展，形成游憩产业带。以乡村 

旅游为点，以成都环城游憩带为轴，可以重点发展以下旅游带： 

城东花果观光休闲旅游带——以四季赏花尝果 、农事参与 

体验和休闲娱乐为特色的乡村休闲旅游带。重点项目包括：红砂 

村花乡农居、万福村荷塘月色、驸马村东篱菊园、幸福梅林、龙泉 

驿兴龙镇万亩观光果园和洛带古镇等。 

城南民俗休闲旅游带——以沿河生态观光、船上文化表演、 

古镇民俗风情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带。重点项 目包括：锦江成都至 

黄龙溪段沿岸的农业生态资源和黄龙溪古镇。 

城西游乐观光休闲旅游带——以游乐、花木田园观光休闲 

以及古蜀文化展示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带。重点项目包括：郫县 

“望丛古蜀文化园”、温江“中国花博园”、金牛区“游乐主题公园” 

等。 

城北文化休闲旅游带——以城市休闲、宗教文化观光、野生 

世界观赏、水上运动休闲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带。重点项目包括： 

成华区北郊风景区、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新都宝光寺和桂湖、 

金堂成都野生世界等。 

都江堰 一青城山精品旅游区：突出都江堰水文化和青城山 

道教文化特色，开发“赵公山”景区，形成“游青城道教仙山、观都 

江堰圣水、拜赵公山财神”的精品路线。 

综上所述，成都乡村旅游地的发展与成都环城游憩带的建 

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成都环城游憩带的统一规划下，以成功 

的乡村旅游地为增长极，以点轴开发为成都游憩业发展模式，不 

仅将推动成都休闲产业迅速发展，而且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口 

注：本文系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基金资助 (项 目编号 

CRF200636)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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