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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从发展历程、特色类型、经营方式、政府扶持与规制办法四个方面研究了成都特色乡村旅游的发 

展模式，分析了成都特色乡村旅游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效益。指出应加强成都特色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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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国家旅游的主题是“中国乡村游”，以“新农村、新 

旅游、新体验、新风尚”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环城休闲度假带， 

开创乡村旅游新模式。这个主题，一方面将乡村旅游作为我 

国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促进旅游经济本身的持续发 

展；另一方面，从客观上强化了乡村旅游在加快广大农村地 

区脱贫致富、拓宽农民创收渠道、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改善村 

容村貌、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等方面的作用，创造出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又一条新路，成为解 

决“三农”问题重要的辅助性方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成都 

市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逐步提高，城市居民 

休闲时间显著增多，以乡村生活、乡村民俗和田园风光为特 

色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为成都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 

建和谐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成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成都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其创 

立的2o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卜一)发展历程 

农家乐作为成都乡村旅游发展的雏形，从产生到发展、 

从一家一户经营到规模整体开发，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阶 

段(1987—1991年)：成都市郫县的友爱民俗旅游村依托其传 

统的盆景苗圃优势，发展民俗旅游。农家乐作为传统农业结 

构调整的产物，传统农业的后续产业或替代产业而出现的。 

发展阶段(1992—2002年)：省委领导题名农家乐，并确立“先 

发展后规范”的指导思想。规范阶段(2002年 一今)：对农家 

乐实行规范管理、升级上档、塑造形象、打造品牌。成都乡村 

旅游发展的下一步工作重点还将制定全市的乡村旅游发展 

规划，逐步构建以成都市区为中心，延伸周边区市县的梯次 

发展布局。建立分别以城区为第l圈层、丘陵地区为第2圈 

层、山地区域为第3圈层的环成都乡村旅游经济圈。重点推 

进锦江区、温江区、龙泉驿区、郫县、都江堰市、邛崃市等乡村 

旅游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和4个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的规 

划和建设，培育锦江区三圣花乡、龙泉驿区万亩观光果园(含 

洛带古镇)、郫县农科村、都江堰市青城猕猴桃绿茶基地(含 

泰安古镇)、邛崃平乐古镇花楸村“成都乡村旅游五朵金花” 

品牌，以此带动全市乡村旅游的发展。 

(二)特色与类型 

成都地区特殊和悠久的人文环境和市民的休闲偏好是 

造就乡村旅游特色的土壤。成都的乡村旅游从兴起就有很 

强的地域特色，与成都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成都平原自古 

土地肥沃、水旱由人，人们不需过于辛劳就能获得丰富物产， 

因此，成都人也养成了闲散的性格。成都乡村旅游产生和兴 

盛于成都丰富的物产和休闲的文化，有着独特的休闲特色。 

其客源多为成都或附近郊县居民，时间多为一日游，以赏花 

采果、麻将棋牌、喝茶聊天、休闲观光为主要娱乐方式。成都 

市民好耍、好美食，成都人的饮食习惯造就了“餐饮”与“娱 

乐”的最佳结合。川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以“麻、辣、鲜、 

5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香”为特色。成都乡村旅游借鉴川I菜的特色，以特色农产品 

为纽带，创造出诸如“一鸡三吃”、“一兔四吃”的农家乐烹调 

方式，令人赏心悦目。每年冬至时节，双流黄甲镇以“羊”为 

载体，大搞“品羊节”，带动特色餐饮与乡村旅游同向发展。 

成都乡村旅游体现了成都平原“好游乐“、“重休闲”以及味觉 

的“好辛香”、“美滋味”的地方文化特点。 

成都乡村旅游从农家乐开始发展至今，基本形成了以下 

几种类型：1．农家乐：依托花卉、盆景、苗木等植物平台为游 

客提供品茗、聊天、棋牌、麻将、歌舞、会议等各项服务。农家 

乐现已遍布成都市区各个郊县。2．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 

走品牌化发展道路，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区。以锦江区三圣花 

乡为代表。3．农业产业基地：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或栽培手 

段，集农业观光、科普教育、时令果蔬、果蔬采摘及休闲娱乐 

为一体，向游客展示农业最新成果。以蒲江县复兴乡万亩猕 

猴桃观光果园为代表。4．旅游古镇：以原生态村落及复古建 

筑群为旅游吸引物，发展观光、购物、休闲游。以黄龙溪古 

镇、邛崃平乐古镇为代表。5．森林公园：游客在自然森林风 

景区幽雅清静的环境中休闲度假。以大邑西岭雪山森林公 

园为代表。 

(三)经营方式 

成都乡村旅游的经营方式最初是以村或农户为基础，随 

着发展逐步多元化。归纳起来主要有5种方式：1．个体户经 

营：以农户为单位的乡村旅游接待服务，经营范围限于利用 

自家的房屋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让游客在自家承包的果园 

和农田中采摘，以及向游客出售土特产品。2．集体经营：在 

村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村集体经营，由村委会成员或村里成 

立的旅游管理委员会对村域内的景区进行经营管理，收入归 

集体所有。3．外来经营户经营：一种为村民将自家的房屋或 

院子租给或卖给城里人、外地人经营乡村旅游；另一种为城 

里人或外地人承包经营。4．合资经营：以村集体或个体农户 

的人股合资形式经营。5．外部资金经营：指外地大的企业集 

团通过征用或租赁土地的方式，投人大量的资金开发并经营 

管理，村民的经济利益是获得土地征用费或租赁费以及在企 

业内就业的机会。 

(四)政府扶持与规制办法 

为了保证成都乡村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成都市各级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对乡村旅游的扶持与规制办法。1．政府扶 

持：政府对农家乐不收管理费，经营 1—2年不收税费，对中 

低收入的农户免收各种证照费，土地承包 30年不变，买地50 

年不变。还组织专业户到全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考察。如龙 

泉驿区政府每年拿出近100万元举办“桃花节”，又策划宣传 

了“赏果节”。政府对经营户实行“三证”管理和实行统一收 

费标准。指导农民增设旅游项目并对其进行培训。2．星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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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都实施了<成都市农家乐服务质量管理办法》，制定了 

<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及评定》，2004年首次公布了 

59家星级农家乐单位，其中四星级20家、三星级29家、二星 

级9家、一星级 1家。这59家单位作为“十一”黄金周期间的 

重点农家乐旅游产品向市民和游客推出。3．卫生环保整顿： 

成都市工商、卫生、旅游、环保四部门阶段性对农家乐进行专 

项整治。重点检查“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排污许可 

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检查卫生设施、客房、娱乐场所等安 

全是否达标。龙泉驿区针对农家乐水污染较为严重的实际 

情况，区环保局提出了“两池一证”的整治目标，要求景区农 

家乐必须修建化粪池、隔油池等污水处理设施，禁止随意排 

放，同时经验收后取得<排污许可证>。4．推进规模、打造品 

牌：为了推进规模，塑造形象，实施整体打造、局部统一规划 

的策略，通过政府补助一点、业主出一点与有关部门免收一 

点的方法解决了农家乐房屋统一建筑风格、统一改造问题。 

由此可见，成都乡村旅游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萌芽于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由各级政府扶持发展、统一规范，以休 

闲游乐和地方餐饮为特色，由多种经营方式谋发展，包括农 

家乐、国家级旅游示范点、农业产业基地、旅游古镇、森林公 

园等类型的城市周边短途休闲游。 

二 成都乡村旅游的促进作用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为成都市民增加了新的休 

闲娱乐方式，另一方面在促进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 

建设、农民传统观念、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收到了良好效益。 

(一)成都乡村旅游对政治文明的促进作用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个由政治意 

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有机整体。成 

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正是成都市政 

治文明快速发展的良好体现：1．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是贯彻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 

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成都市特色乡村旅游的发展旨 

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就业机会、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文明程度，正是实现了以人为本 

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符合科学 

发展观的精神实质。2．有利于维护社会整体公平的政治大 

局。20世纪90年代之后，成都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逐年扩大。成都市政府以城乡 

一 体化为契机，推进特色乡村旅游，在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2005 

年，乡村旅游收入在农民增收中所占比重达50％以上，而城 

区周边的锦江区三圣乡、龙泉驿区兴龙镇等地的乡村旅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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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当地居民年收入分别达到90％和70％以上①。2002年 

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66：l，在乡村旅游繁荣发展的 

2003年，成都市的城乡差距开始缩小为2．64：l。2004年，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为2．55：l，这在全国是少有的(2003年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23：l，2004年为 3．26：1)②。特 

色乡村旅游有效促进了城乡共同发展，维护了社会整体公 

平。3．有利于锻炼干部、树立农村各级基层政府正确的政绩 

观。发展乡村旅游需要成都市各级政府加强领导、精心规 

划、规范管理，这些都有赖于广大基层干部在具体的生产实 

践中提高政治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发展乡村旅游常常还需 

要广大农村村级干部身先士卒，开发旅游项目，进入经营行 

业，成为其他村民发展的榜样并经常指导其他农户的经营行 

为，有利于农村基层政府凝聚力的提高；特色乡村旅游的发 

展有力促进了成都周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生活的富 

裕，成为当地政府最大的政绩。各级政府不再靠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而真正靠人民生活水平的大踏步进步作为自己的 

政绩。 

【二)成都乡村旅游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乡村旅游让成都市民把市区周边农村作为旅游消费目 

的地，为周边农村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收入，促 

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增长，带动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 

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开展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成 

为最直接也是最显著的效益。1．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提高农 

民收入。乡村旅游可以让农民“零距离就业，足不出户挣 

钱”，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分流，为失地农民创造新的就 

业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截至2006年5月成都市乡村旅游已 

为35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实现各种收入23亿余元③。2． 

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增加土地产出效益。过去，成都 

市大量农村劳动力以传统方式从事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生产， 

农产品以初级形态出现在市场，农产品附加值小。开展乡村 

旅游后，城郊农村很多地方将文化产业巧妙地与农业生产嫁 

接，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产业化、工业化，大力发展都 

市休闲经济，土地产出效益大幅增长。如“五朵金花”在开展 

乡村旅游之前，每亩土地种粮食的年收入只有2OOO一3OOO 

元，种花或蔬菜年收人为4OOO一5000元，而开展乡村旅游之 

后，每亩土地的年收入提高到上万元④。3．促进农村经济结 

构调整，形成农村经济增长的多元化。乡村旅游作为传统农 

业的后续产业十分有助于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可 

形成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服务第一、第二产业，第 

一

、第二产业的发展提出对第三产业活动的新需求这样一种 

良性结构。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成都周边乃至2、3圈层农 

村，从原来单一的种植型农业，调整为种植、加工业共同发展， 

并带动与之相关的餐饮、娱乐、交通、商业等行业的共同繁荣。 

乡村旅游为成都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改变了以 

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途径，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 

化。如都江堰市是成都市最早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之一。 

2OO5年全市实现旅游综合收入l5．1亿元，其中景区门票收入 

只有0．98亿元，其余的全来自与旅游相关的旅游商品加工业、 

商品流通业、旅游交通运输业、餐饮娱乐业等产业。乡村旅游 

业已成为都江堰市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快、消耗资源少、投资 

回报佳、生机活力强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⑤。 

(三)成都乡村旅游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 

发展乡村旅游给农民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 

了农村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现代化 

的进程。1．加速农村基础设施的改进：由于乡村旅游的发 

展，成都市各级基层政府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 

乡村也采用了集体出资或个人投资的方式改善基础设施状 

况。这些努力使成都周边农村的道路、通讯、供电、供水、垃 

圾处理、电视接收等基础设施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如邛崃市 

平乐镇花楸村地处邛崃西南深山之中，在发展乡村旅游之 

前，“人穷坡陡山难翻，有女不嫁花楸山”是它旧貌的真实写 

照。在开展乡村旅游之后村两委会按照村级规划和旅游规 

划，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工作。通过新修公路、 

“三通四改”工程、新建放心商店和村级卫生站达到村容整洁 

优美、道路全面硬化、水质达标、住宅古朴美观、污染有效控 

制的新农村建设标准，山村面貌焕然一新。天蓝、水清、人精 

神的魅力山村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度假⑥。2．促进农 

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由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成都周边地区 

农民开始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的过程，生 

活方式与过去在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分离的状态相比，有了 

根本性的转变。如锦江区三圣乡在发展乡村旅游帮助农民 

致富之后，又着手构建农民的新型生活方式，通过构建农村 

保障体系、城乡教育体系、农民就业体系、农村发展体系，使 

农民享有与城里人一样的医疗、养老、教育、就业等社会保障 

和发展机会。3．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过去，成都市农村 

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为了提高农产品产量，一方面不 

断开荒，一些不宜或根本不能围垦的土地被盲目垦殖于农业 

生产，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酿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 

另一方面，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给农业生态环境系统从外部 

注入了许多不利因素，造成土壤和水质污染，直接影响成都 

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通过农业和旅游业白嗍 互 

渗透，发展农村内部二、三产业，提高土地利用率 形成新的 

特色产业，减少对土地的压力，还农村土地绿化、美化和净化 

环境的功能，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形成“人——地—— 

人”和谐共存的农村生态环境系统。成都市将以西部邛崃山 

脉山区天然林、退耕还林为基础，建设外围乡村旅游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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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以平原花卉苗木林、东部丘陵果茶桑经济林为重点，建设 

内环乡村旅游产业林，达到发展乡村旅游与保护生态环境的 

共赢。 

I四)成都乡村旅游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 

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出 

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成都市乡村旅游通过文化 

的传承功能有效促进了农民观念的更新和素质的提高。1． 

促进了成都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为了搞好乡村旅游，村民 

们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外出学习参观、参加技能比赛，使乡村 

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如邛崃市平乐镇花楸 

村通过开展各类培训，帮助农民提高综合素质，掌握先进的 

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促进从传统农耕思想向现代文明转 

变；利用农村远程教育平台，设立村民技能培训中心，对农民 

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和旅游服务技能培训，特别是农家乐的管 

理、经营，并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引导力度，促使他们遵纪守 

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2．倡导了农村社会主义 

新风尚的建立。一个地方的乡村旅游拥有相对统一的形象，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新风尚，是发 

展旅游、提升旅游印象的灵魂。成都市各地基层政府为了更 

好地促进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 

标。采取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同样是 

邛昧市平乐镇花楸村，依托花楸贡茶、清代古民居群等文化 

资源。筹划并举办川西山地民俗文化节。展示民俗文化，提高 

旅游的品位和丰富性。大力开展“争创文明户”、争当“旅游 

标兵”活动，激发群众的自豪感。村民精神面貌新，乡村文化 

气息浓，全村群众人心思进。邻里百姓和睦相处，旅游形象不 

断提升。3．促进了城乡交流，完善了文化传承。成都市这个 

现代化城市与成都周边农村这些典型的传统农业社区，构成 

了成都乡村旅游的两个端点，串联起传统与现代的两个异质 

文化群，通过食、宿、行、娱、购等具体的旅游项目。在物化层 

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互动，用现时的经历 

理解了传统与现代的概念体系，实现了文化的交流，思想的 

传承。 

三 对成都乡村旅游发展特色的 

思考 

成都乡村旅游经历了二十年来蓬勃发展的阶段，为成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展至今，成 

都乡村旅游已在成都周边各个区县生根发芽，它今后所面临 

的问题已不是要素的扩张，而是品质的升华，特别是要突出 

成都乡村旅游的“特色”二字。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成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 

层次。人们需要的层次不仅体现在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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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上，而且体现在环境上，体现在文化上，体现在人们的经济 

地位和社会地位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乡村旅游 

的参与者是为了满足各自的休闲、野炊、垂钓、农事体验、古 

迹欣赏等不同的目的。而成都的乡村旅游形式还较为单一、 

内容还较为贫乏：“农家乐”就是“喝茶+麻将”；成都各地的 

古镇游几乎都是“古老的建筑物+街道两旁出售各种低档旅 

游纪念品 ；诸多正在打造的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也多为 

果蔬或花卉，再加棋牌与品茗。现有的旅游产品季节性强、 

趣味性差、活动的参与性小、雷同且长期不变。游客随旅游次 

数的增多而满意程度降低，一旦新的旅游产品出现。客源就 

大量流失。农业、农村文化、地域特色等与旅游结合不紧密， 

导致成都乡村旅游在今后的发展中将呈现出有旅游无特色， 

难以留住客源的状态，如成都南延线休闲度假带的衰落。 

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核心资 

源，对旅游者，特别是外地游客和外宾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成都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几乎每一处乡村都可以发现 

深厚的文化积淀，将这些成都特有的蜀文化、农耕文化、美食 

文化、民俗风情、民间绝活、民间技艺融入其中。将形成成都 

乡村旅游蕴含浓厚人文文化内涵的特色。如农家乐可以在 

山乡绿野风情上下功夫。游人即可观竹林茅舍或瓜果葱绿的 

美景。又可从事一些参与性较强的农事活动。如锄草种地、编 

篮打水、磨豆花、烧柴灶等，充分体验川西平原乡村生活的质 

朴和耕种收获的喜悦；古镇游应在市井文化和民俗风情上下 

功夫。如洛带古镇就是成都打造得较好的古镇之一，它融入 

了当地特有的客家文化和会馆文化，每年还举办泼水节、火 

龙节。到此参观会馆博物馆、体验客家文化的游客一年四季 

络绎不绝。在开发较早的黄龙溪古镇，游客也能较好地感受 

到当地的竹编文化和摆渡文化。其他很多地方的古镇都应 

以此为借鉴，发掘出自己的文化内涵；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 

点更应提高接待的文化档次，一方面为游客提供园艺习作、 

摘果插花、功夫茶道等技艺指导，另一方面，应结合以特色川 

菜、地方小吃等为代表的饮食文化，铸就自己的文化品牌。 

此外，蜀文化中为旅游开发利用的资源异常丰富，如历史文 

化中的龙泉驿十陵文物群、温江鱼凫遗址；民俗风情资源中 

的火龙节、放河灯；安仁镇的川西近代建筑；湖广填四川，张 

献忠的传说；以“九斗碗”、地方小吃为代表的食文化等。将 

文化纳入乡村旅游，将形成成都乡村旅游富有文化内涵的特 

色发展模式。同时，势必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在 

城乡交流中形成农村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 

尽管，成都乡村旅游在发展特色上还存在种种不足，但 

成都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发展乡村旅游业 

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巨大促进作用。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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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虽然，发展乡 

村旅游业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只是重要途径之一，并且，它 

需要一定的条件。但通过成都市发展特色乡村旅游的经验， 

毕竟让人们看到了乡村旅游发展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效益。因此，有极大的必要以战略的眼光看待乡村旅游事 

业，以系统化的思想作指导，在有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地发 

展乡村旅游业，优化成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平台。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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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院科研同，http：／／k~．Paso．cn／show·News．asp?id=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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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ve1．rlewssc．org／system／2006／05／29／000130478．shtml 

④“锦江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生动实践”，成都公众信息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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