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乡村旅游是旅游业新的发展方向之一，也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促进， 

要抓住 当前 契机 ，将 二者有机结合 ，在宏观政 策导 向上 ，坚持“五个原则”，在产业建设上 ，体现“三 

个特点”．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和 乡村旅 游产业的同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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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是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 

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民 

居风情、生产生活形态、民俗文 

化为对象．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 

合产品。集观光、娱乐、休闲和购物为一体 

的一种新 型旅 游形式 ，其 内涵 丰富 ，前景 

广阔。 

一

、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对 社 会 主 义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重 要 意 义  

四川省委提出要建设旅游经济强省 

的目标．确立了旅游业作为全省重点发展 

的支柱产业的地位 ．广元市也将发展旅游 

业纳入 了“十一五”规划 内容 ．在这样 的大 

背景 下 ，以 乡村 旅游开 发为契 机 ，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有利于农村生产生 活 

环境改善，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提高乡村 

文明程度和农民素质 ．为景区农村带人人 

流、信息流。有效拓宽农民视野，转变农民 

传统观念 。调动农民的创造性 。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社会 

安定 和谐 ：发展 乡村旅 游 ，能有效 地把 中 

央、省、市关于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与发 

展旅游的相关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 

于政策的“捆绑实施”．发挥政策的综合整 

体效应，拓展旅游业发展的投融资渠道： 

能有效促进各级农林水等部门与旅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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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等部门的良性互 

动，加强协作．有利于调动各部门发展旅 

游产业的积极性和人才智慧 的发挥 ：能充 

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热情 ．有 

利于营造“人人关心旅游 ．人人都是旅游 

资源 ．人人 都是旅 游发展 环境”的 良好舆 

论氛围和工作环境：能有效促进生态保护 

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相结合，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相结合 ，从 

而促使人们的观念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转 

变和 当地生态环境 的改善 ．在更深更广 的 

基础上推动旅游产业 的大发展 ：能统筹城 

乡发展。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提高城乡间 

的财富转移速度．通过城市居民大量到乡 

村旅游消费。让城市财富向农村转移 。开 

辟 出农 民增收致富 的新途径 ．加速景 区农 

村小城镇发展步伐 ．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能力。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促 

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二 、推 进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的 宏 观 政 策 导 向 

乡村 旅游是 旅游业 新 的发展 方向 之 

一

。 今年国家旅游局将全国的旅游主题确 

定 为“中 国乡村 游”．省 委 、省政府 将乡村 

旅游作为全省旅游的重要内容 ．大力发 

展 。对乡村旅 游的宏 观规划 。要坚持 高起 

点 、大手笔 。努力做 到“一流 的水 平规划 ， 

一 流的品位建设 ，一流 的标准 管理”。因地 

制宜，突出主题。一村一品，各具特色。具 

体而言。规划要坚持五条原则 ：一是依托 

发展 的原则 。乡村旅 游要全 力推 进 、大 力 

发展。但不等于一窝蜂，遍地开花。要依托 

城市、依托重要景区(点)、依托重要交通 

和旅游线路 。才有发展空间和基础：二是 

突出特色的原则．特色是乡村旅游的生命 

力所在。必须因地制宜。凸显 自身的区位、 

资源 、生态 、文化等方面 的特 色和优势 ：三 

是规模发展的原则 ．乡村旅游是“农家乐” 

的高级发展 阶段 、发 展形 式 。但 不同于“农 

家乐”．乡村旅游的一个特点就是要集群 

发展 ，体现规模优势 ；四是开发保护并重 

原则 ．良好 的 自然 生态环境和独特 的历史 

民俗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也是特 

色和优势所在。在发展乡村旅游 的过程 

中，必须着眼长远 。加强对生态环境和文 

化资 源的保护 ，切忌 急功近利 、竭泽 而渔 ： 

五是投入一定要有效益的原则 ．不能乱投 

入 、盲 目投入 。投入一定要 讲 回报 ，要讲效 

益，按市场化运作。要深化改革 。创新机 

制 ，加快建立任务明确 ，分级负责的工作 

机制。 

三 、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的实施 要 点 

l、发 展 乡村 旅游 ，要展 示 山水 之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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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原生态旅游。原生态旅游，是指最大 

限度地展示 原汁原味 的风景 、民俗等旅 游 

资源．经营者要在不破坏原来的生态环境 

和面貌的前提下进行旅游开发。随着人类 

生存 环境不 断恶 化 ，在 现代社会 ，人们 更 

加 向住 亲近 大 自然 ，与 自然融合 ，企盼 获 

得“天人合一 ”的境界 ．于是 以原生态 自然 

环境 和原 生态住 民为对象 的 乡村 旅游 赢 

得了旅游者的青睐。古人说 ：“天地有大美 

而不 言”、“天地 以万物为体 ，而万 物必以 

自然为正”。处于 天地之间 的人 ，禀有 了一 

种亲近 自然 、以 自然 为依归的林泉之心 。 

在 山水之 中 。不仅 有 自然之 美 ，而且有 山 

水 与人之间 的“比德 ”之美 ．以及山水与现 

代人生存之间 的“雅俗 ”之美。人类文明越 

发达．人们就越是追求充满生气的、与人 

合为一体的人生世界 的 “另一个 我”—— 

山川水泊 她能使旅游者心灵受到自然的 

滋养、抚爱和慰藉，从而葆有一颗清纯的 

爱心。山水之美是人们审美的本能追求。 

旅游离不开山水 ．乡村旅游更应把山水文 

章做好 ，保 护好 山水 ，规划好 山水 ，建设好 

山水。山是天地钟秀会聚之地。山作为旅 

游 的景 点 、景 区 。应把 握主要 的 自然风貌 

和其内涵，配备相关且协调的人造景观 。 

以增其美。宋代画家郭熙在‘山川训》中说 

“山无 云则不秀 。无水则不媚 ，无道路则不 

活 ，无 林木则不生 ，无深远则浅 。无平远则 

近。无高远则下”。发展乡村旅游，应将这 

些与山有关的云、水、路、林、高低 、远近、 

尺度完整和谐地组合成一幅幅生机盎然 

美丽的画面。要重视绿化，让乡村中的青 

瓦白墙掩映在茂林修竹之间。“智者乐 

水”。水像君子那样 ，具有德、仁、义、勇 、 

智、礼的高尚品格。水的透明意味着圣洁 

和崇高；水的蓝绿色泽。让人感到生命的 

灵性；水的天地流行，让人感悟它的活力 ； 

水的随物赋形 。让人联想其变通 ；水的平 

静，让人体会其柔美；水的汹涌广阔 ，让人 

惊叹它的威力 ；水滴石穿，让人折服于它 

的坚韧。“水者，万物之准也”，水是生命之 

源。古代认为水是财 源的象征 。水 里有鱼 

虾之财 、灌 溉使 土地生 财 、航 运往 来 流通 

生财 。“水深处民多富 。水浅处民多贫”。有 

水 ，对城市建设和乡村旅游来说。便有了 

灵气与活力。山和水是紧密相连的。他们 

构成风景美丽的两大最基本的要素。山赋 

予 风景 以状 、以空 间 ，而水 则赋予 风景 以 

动、以声响。旅游的景观在于高山流水．青 

山绿水，奇山怪水。人们自古以来。都喜爱 

山水、欣赏山水 ，品味山水。感恩寄情 ，这 

样 又形成和发扬了山水 文化 。登 山则情满 

于山．观水则意溢于水。正如清代学者李 

渔所说“山水者 ，情 怀也 ；情怀 者 ，心 中之 

山水也 ”．意思是观赏山水体现 了一个人 

的才情 、一个人 的境界和审美能力 。我们 

发展乡村旅 游 ．应该心 中装有 山水 ，自觉 

依据“它们”来规划 、建设乡村 ，使山水与 

乡村相互辉映。同时，在乡村旅游的游览 

线路上要 能看 到山水风景 并注重 景物动 

态效果的连续展开 ，游览线路不破坏 山水 

风景 ，不宜“直”和 “平”，不要一眼望到头 ， 

要 注重 营造“山重水 复疑无路 ，柳 暗花 明 

又一村 ”的意境 。 

2、发展 乡村旅游 ，要满足人们 的怀 旧 

心理。充分展示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 。怀旧 

是人的天性 ．是人性的美丽之处 。人从过去 

走来．不可能忘记过去。无论前行的脚步如 

何匆忙．人们总是忘不了一有空就把那些 

不能或者不愿忘怀的经历翻出来细细 回味 

一 番，勾起 自己美好 回忆 。时光流逝 ，世事 

沧桑。每个人都拥有 回忆 ，过去的一切离我 

们并不遥远 ，今 天的一切 正是昨天的延续 。 

人们在怀旧中打开记忆的闸门，消除疲惫。 

解除疑惑 ，从中获得更多的明智和动力，避 

免人生 中的种种不如意 ．使思绪穿越时光 

隧道，汇人历史，走向未来。在当今的十大 

时尚生活方式中，怀旧已占到第一位时，怀 

旧的资源就成为一种走俏产品。不少人集 

注于那些正在行将退出生活的 老物件” 

上，试图经由对这类物质文本的解读，“捡 

回昨日的文明” 这些“老物件”中最吸引人 

的应当是物主的把攥 、抚摸的痕迹 ，它收揶 

了人的气息 ，充盈了对于世俗 日常生活、寻 

常百姓人生的温暖的感情。祖先们用过的 

水车、水井、水缸、水磨、石臼、石碾子、风 

车、轿子、算盘、犁头、背夹，先人们栽下的 

名木古树。旧二胡、烂猎枪，都是宝贵的怀 

旧资源。农耕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 

上的文化形态．是指传统农业基础之上的 

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 

适应 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的总 

和。农耕文化创造了农业文明．通过几千年 

的积淀．农耕文化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养牛为耕 田、种粮为吃 

饭”的生产动机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的 

生活模式．“手工作业。甚至刀耕火种”的生 

产方式 ，都成为历史宝贵的影子 。我们展示 

农耕文化 ，就是要让城里人在节假 日．在工 

会 等各 种活动中 。携家带 VI。呼朋唤友 ，到 

乡村来 ，深入农户，深入田间地头．重温父 

辈旅程。追忆童年往事。看看现代农夫如何 

春锄夏种，如何养鱼放蜂。看看祖辈那个时 

代已经被新型农机农具所替代的石、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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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不仅可以吃到土鸡 、鲜鱼 、活虾 ，各种绿 

色蔬菜 。还可以增加亲友 间的联络 和交流 ， 

享受社会 主义新农村 的美景。民俗文化是 

以民间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体的民族民间 

的物质上、精神上和制度上的传统。它包括 

生产与生活习俗 、游艺竞技 习俗 、岁时岁 日 

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 

文学艺术等 。这种具有原生态的民俗文化 

和民俗文化产品具有广阔 的开发和可利用 

的空间。民俗文化作为地区最具特色的文 

化。是旅游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开发地区民俗文化旅游．打造民俗文化精 

品．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 。我市 

射箭的傩戏 、苍溪的川北灯戏 、唤马的剪 

纸、旺苍的民歌、青川的薅草锣鼓 ，都是乡 

村旅游的重要内容 

3、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在规划和建设 

中突出主题、展现特色。每一个乡村旅游 

点都必须突出“主题”，“主题”是乡村旅游 

点 的“灵魂 ”，所谓灵 魂 。是 指心 灵中起 灌 

注生气作用的那种原则 ．是规划设计者通 

过山水 、花 木 、建筑 等布局 表现 出来 的主 

要思想。如果一个乡村旅游点具有深刻内 

涵的主题 。就标志着该旅游景 点的成熟 ； 

乡村旅游点如果只有景而无意．那只是花 

草、树木、山石、溪流、房屋等物质材料的 

堆砌。充其量不过是无生命的形式美的构 

图，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 。因而就不能吸 

引人去反 复咀 嚼 、玩 味 ，以获得 心灵 上 的 

满足。成都近郊的乡村游，游人如织。它的 

每一个景点特色鲜 明、主题 突出。幸福梅 

岭就是栽种各色梅花 ．打造北宋 诗人林和 

靖的那种“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 

黄昏”和陆游“当年走马锦官西．曾为梅花 

醉如泥 ；二十里 中香不 断 ，青羊 宫 到浣花 

溪”的意境。东篱菊园就是 打造 陶渊明“采 

菊东篙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荷塘 

月色就是按朱 自清 的散 文名字 ．再造苏东 

坡当年描写的“荷花夜开风露香”和杨万 

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美景。我市苍溪 县梨 博园的梨文 化、市 

中区苏家村的桃花源意境、元坝苏家垭枯 

藤老树的马致远《天净沙》图景、朝天区曾 

家山的地质生态和青川县清溪的阴平古 

道 。主题都很明确、很突出。在打造乡村旅 

游景点时。一定要请高人来进行文化内涵 

的挖掘和提升，理性策划，科学规划。突出 

主题 ，才 能进发 出长久 的生命 力 ，收 到可 

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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