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Jt,~FJ旅游中的农耕文化问题禳析 

口尹振华 

由于。环京津’区位优势使然，近年来河北省乡村旅游呈日 

益火爆之势。这是我省丰富旅游产品形式，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扩大就业，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共同繁荣的绝佳机会。如 

何抓住机遇，。推波助澜’，让我省乡村旅游由都市居民驱车找美 

景发展到旅游地居民做精产品招徕游客，是我省乡村旅游能否 

长久持续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首要问题。。做精产品’，就需提高产 

品的文化含量，这就涉及到乡村旅游的农耕文化问题。下面分三 

部分对此问题进行阐述。 
一

、乡村旅游应注意农耕文化灌注 

旅游业是经济行业，更是文化行业。旅游一定程度是对。他 

文化’的一种欣赏和探求。我省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主要是京津 

石等都市居民。都市居民出游乡村，主要是暂离其都市文化常 

态，去享受乡村农耕文化的清新。优美的田园风光、古朴的农耕 

情调是乡村旅游的。主餐’，也正是农耕文化的核心。注意乡村旅 

游农耕文化的灌注，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是我省乡村 

旅游顺利发展的首要问题。 

农耕文化的精华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甲 

1．。天人合一’的环境。田畦、农舍、篱笆墙、豆角秧，窗含新 

绿，门对鹅塘，努力增大。大自然’在游客心目中的份额，多在。绿 

色户外’上做文章，使游客吃、住、行、游、购、娱更加贴近自然、融 

入自然，使乡村游真正成为旅客。回归自然’的绿色怀抱，使游客 

从楼房和汽车里暂得解脱。 

2．宁静舒缓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丢掉钟表， 

不闻号令，凭意愿行止起坐。如炊烟轻袅，如闲云舒卷。农事活动 

安排要。里紧外松’，营造宁静闲淡氛围。 

3．突出。天籁’，做。黑’做。暗’。乡居夜景正宜突出明月的清 

辉、星光的闪烁，让游客于竹椅草榻之上静数夜幕流星，漫观萤 

光树影。不要把农居夜景搞得灯火辉煌，如。昼’般亮，。夜’的魅 

力就消失了。有安全保障的夜幕掩映，正是时时处于。光污染’包 

围中的都市游客所追求的新奇体验。 

4．农事活动展示。插秧、拾穗、割稻、灌园。牧牛羊、饲鸡兔， 

都可让游客短时参与并配以讲解示范。 

5．做农耕场面。把农耕生活形态的一些典型景象提纯、集 

粹，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地再现于乡野大地。如麦场、荷塘、水 

车、石碾等。牛背横笛、鸡鸣犬吠、。村头老槐树’、。门前小河’、集 

庙、戏台等都是农耕生活形态的绝妙点缀。 

。越是独特的，就越是普遍的’。旅游产品就是销售‘异’字。 

乡村旅游必须突出农耕文化，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对比度越大， 

其田园意味越足；农耕文明特点越突出、越典型、越贴近都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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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亲近大自然的。乡梦’，其旅游吸引力就越大。 

二、乡村旅游应加强对农耕文化的珍惜与保持 

旅游活动伴随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旅游地文化向外来 

文化的趋同，尤其是乡村旅游。现代文明已发展到工业文明和后 

工业文明时代，与传统落后的农耕文化相比，都市文化无疑具有 

难以比拟的先进性。我省被都市旅游者青睐的乡村旅游区域，多 

是比较封闭、落后的农村。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在物质生活、精 

神生活等方面差别巨大，都市文明对处于农耕文化保留区的农 

民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性和影响力，一旦农民放弃特色浓郁的 

农耕文化。特点’而向都市文化。投降’，则乡村旅游赖以依托的 

文化资源将消失，乡村对都市旅游者的吸引力也就消失了。所 

以，若想发展我省乡村旅游并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教育并 

引导乡村旅游区的农民注意对农耕文化的珍惜与保持。 

1．增强农民对农耕文化的自豪感。农耕文化从社会发展阶 

段来说是。落后’的，但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存方式却是 

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 

潮》中所描述的。理想未来’，即是。很相似’于。第一次浪潮文明’ 

而又以先进科技手段为生产力的。第三次浪潮文明’。他所指的 

。第一次浪潮文明’即。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中的。天人合一’的 

。人与空间的关系 ，正是。第三次浪潮文明’描述的人类。诗意栖 

居’的理想所在。这是都市文明很难企及的，也是都市人非常看 

重的。都市人之所以钟情于乡村旅游，正源于他们梦中的。香格 

里拉’不在都市，而是在乡村。西方发达国家是。有钱人住乡下’， 

乡村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在。第三次浪潮文明’中将被崇 

尚，被推广，农耕文化的精华部分将在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上重 

现光芒。乡村旅游地居民应。身在宝山更惜宝’，对自己栖居的自 

然环境抱有优越感，对自己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抱有自豪感，在 

培养现代意识、吸收都市文化精华的同时，珍视并保持农耕文化 

的鲜明特色，千万不要在甩掉贫困帽子的同时，。泼洗澡水’连同 

。孩子’一起泼出去。 

2．保持农耕文化特色，是乡村旅游得以依托发展的基石。我 

国一些旅游资源保持较好的旅游地，未开展旅游活动前往往被 

视为。落后’地区，如周庄、平遥等地。正因为其。落后’，现代文明 

未能。染指’，其独有的传统特色才得以保持。乡村旅游也一样。 
一 些相对富裕的乡村麦田里起高楼，溪流边建工厂，工业文明符 

号与农耕文明符号杂陈，现代设施与传统器具并列，趋车数里， 

难以找到比较典型、纯粹的农耕景象。这样的乡村，已经失去乡 

村旅游得以依托发展的资源优势。我省乡村旅游地应采取措施， 

统一规划，严格划分乡镇企业区与农耕区，使农耕区域保持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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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园特色，乡村旅游才能腱康发展。 

乡村旅游业是在农业基础上的一种附加产业，是一种。复合 

式经济结构 。无农不稳，无旅不富。以农养旅，以旅促农，一块田 

地两重收获，投资少，风险小。虽然农民以传统农耕方式种田会 
一

定程度影响农业收入，但其农耕文化特色却作为旅游产品售 

出。经济账算清楚，农民保持农耕文化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 

三、化解工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撞，使两种文化和谐相融 

旅游是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的窗口，乡村旅游是农耕 

文化与都市文化冲撞的最前沿。都市文化属先进文化，其对传统 

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力可想而知。旧难敌新，现代文化的魅力难以 

抗拒也不应抗拒，要发展就得接受新事物，乡村旅游也不例外。 

关键是乡村旅游从业者虽身居农耕文化环境之中，却应有超越 

农耕文化社会阶段的现代意识，既是农耕文化。戏中人 ，又是农 

耕文化这出戏的。导演 ，才能清醒择抉两种文化的精华，使其分 

宾主、有主次地融铸于乡村旅游大地上。 

比如乡村停车场。汽车是工业文明产物，乡村旅游不可能没 

有汽车奔驰。为了不失农耕场景整体美，可对车位进行隐性处 

理。可设计成 麦秸垛 ，使停车场呈现。麦场文化 ；可设计成拱 

顶绿坡，使乡野大地呈现起伏之美；也可荫蔽于豆棚瓜架之下。 

加油站、汽车都可如此处理。 

乡村旅馆可吸取现代旅馆的管理方式及内部陈设，但外形 

宜竹篱茅舍。要有庭院文化，要有田畦园圃，尽量使居所被绿色 

环抱，。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使旅游者充分体验融入自然 

之乐。 

乡村旅馆的待客之道也要体现淳朴亲情，尽量弱化商业气 

息，收费可按档次不同明码标价，或写在团扇上，或印于蒲团上， 

或标明在土布餐巾上。主人不催要，客人主动交，以免讨价还价 

削弱朴拙的农耕氛围。 

乡村饭店的菜谱也应有别于都市餐饮文化。。故人俱鸡黍， 

邀我至田家 ，白鸡黄黍，颇具诗意。。夜雨剪春韭 ，客人也可亲 

为。院里瓜果桌上菜，现采现烹，绿色环保。有些乡村习惯于端了 

碗去街边吃饭，减却其俗陋成分，颇似西方融交际于餐饮的鸡尾 

酒会，也可一试。 

乡村旅游想脱离现代文化遁入传统农耕不可能，但一味引 

入现代文化符号任其充斥于乡村旅游大地，也会失去乡村旅游 

者所追寻的农耕意味，所以，一旦城市旅游者在乡村旅游地享受 

不到农耕文化所标识的绿色空间和醇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则城 

乡之。异 弥失之日，即乡村旅游消亡之时。不排拒，不盲从，主动 

吸收。他文化 来营养农耕文化，用。它山之石 来攻。我山之玉 ， 

改善农耕文化的落后部分，保留并完善农耕文化精华，使都市文 

化与农耕文化互为表里，和谐相融地展现在乡村旅游画卷之上。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上接第27页)题，我们应采取积极措施， 

审时度势，找出比较优势，以提高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快改革步伐，增强 

综合竞争力。 

1．加强宏观调控，优化产业资源利 

用效率。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一 

些传统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不断下降，对 

全省工业的带动作用也在下降，这就需要 

根据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培育新的适应市 

场需求的优势产业。优势产业的确定应注 

意，一是在全国影响力较强，二是有一定 

发展基础，三是带动作用强，四是持续发 

展的可能性大。 

在培植和扶持竞争优势上政府部门 

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一方面结合企业 

改制，限制新进入者再进入没有竞争优势 

的传统产业，鼓励骨干企业购买或兼并中 

小企业，促进资产结构优化，使产业资源 

向优势产业、优势企业转移。另一方面对 

不同类型的优势产业要实行分类指导管 

理。如高新技术产业，应积极探索产、学、 

研、管结合的运行机制，加大投入力度，提 

高投资效益；建材、冶金、医药等资本密集 

型产业，应鼓励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形成 

核心能力，提高规模效益；纺织、食品等轻 

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加快设备更新 

与技术进步，尽快提高产品质量与档次。 

政府还应建立中长期优势产业投资体系， 

应用财政手段，实现政府对产业资源的调 

控和重组，提高资源利用效益。 

2．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核 

心，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现代经济 

增长与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使优势产业实力更 

强，落后产业后来居上的惟一出路，而河 

北省企业的技术开发投入、开发能力、创 

新成果水平与发达国家，甚至国内先进省 

市都有较大的差距。要缩小差距，近期应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强化科技创新 

意识，健全科技创新机制；二是加大科技 

创新经费投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三是 

积极引进人才、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 

好环境；四是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和创新，提高引进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3．深化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 

革，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大中型国 

有企业是河北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在资产 

规模、技术水平、人才数量、产品档次等方 

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大中型国有企业 

由于存在产权制度、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缺 

陷，竞争力普遍较弱。要适应入世挑战，一 

是从经济体制转轨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 

率出发，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使国 

有企业的绝大多数真正成为股份制公司， 

变成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主体。二是要 

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原来由国家和政府垄 

断的投资领域，逐步实现民间资本、各类 

企业、各类社会投资基金及独立法人对政 

府投资的替代。三是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 

求，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不同措施，建 

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通过加快大中型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步伐，健全企业管理 

体制，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效益，从而使产业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竞争力不断提高。 

4．重视开发人力资源，为提高工业 

竞争力创造条件。加快培养一支具有开拓 

精神、善于创新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是未 

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人力资源 

开发的途径有三：一是优化高校专业设 

置，提高师资水平，改善办学条件，尽快培 

养出符合市场需要的高级符合型人才；二 

是建立正常的企业家培训渠道，提高在岗 

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三是提供各种优惠 

条件，创造良好的用人机制，吸引国内外 

高级管理人才来河北工作；四是更新观 

念，把人才引进与“智力引进”相结合，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人才资源的共享。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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