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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业观光、休闲娱乐等旅游服 

务。九十年代初，随着城镇居民收入 

的增长和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乡 

村旅游逐渐在经济发达 的乐山城区 

周边自发兴盛起来，适应和满足城镇 

居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进入 2000年 

后，由于城市居民物质文化的提高， 

特别是实行 “黄金周”长假制度后，城 

市居民的闲暇时间增多，促进了乡村 

旅游的迅猛发展，在城市 (包括经济 

发达的乡镇)周边形成了乡村旅游度 

假带，即环城市旅游度假带。2001年， 

国家旅游局在我市举办了 “环城市旅 

游度假带研讨会”，肯定了我市乡村 

旅游点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一种 

具有发展潜力的旅游形式。 

一

、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趋势 

总体来看，我市乡村旅游点自然 

条件好 、经营方式活、档次结构协调， 

逐步向规模化、高档化方向发展。主 

要特点： 

1．数量多，且主要分布在城市边 

缘地带。据统计，目前全市基本形成 

规模的乡村旅游点达 548家，还有部 

分临时性经营的乡村旅游点近 150 

家。全市乡村旅游点数量最多是市中 

区(160家，占全市总量的30％)，最少 

是金口河区(2家)。规模经营的乡村 

旅游点去年接待游客达 315．86万人 

次 ，旅游经营收入 lOl32．61万元，基 

本形成了农村旅游产业规模。 

2．经营各具特 色，服务 内容 多 

样。我市乡村旅游点普遍以农业资源 

为载体，旅游业经营为实体，家庭式个 

体经营为主要方式，各乡村旅游点又 

有自身的经营特色。主要以农村自然 

风光，花卉、花果、园林等特色农业吸 

引游客上门观光、休闲、娱乐；个别以 

特色餐饮、文化活动招徕游客，如市中 

区古桥大酒店和沙湾大自然度假村突 

出地方餐饮特色。大部分乡村旅游点 

同时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棋牌、茶 

座、练歌、垂钓 、农技、美术、儿童娱乐 

等旅游配套服务 ，满足各种游客的需 

求，使游客在回归自然的体验中愉悦 

身心 ，增长见识。 

3．农业与旅游互动，旅游经营效 

益显著。各乡村旅游点在经营旅游服 

务的同时积极推销花卉、花果农作物 

产品，既降低了经营风险，又增加了农 

作物附加效益。统计表明，我市首批 

评定的 17家乡村休闲旅游度假区示 

范点和星级乡村旅游点，每家年接待 

游客量在 3万至 12万人次之间，最低 

营业收入 5万元 ，最高营业收入 200 

万元 ，旅游经营效益约占总收入的 

80％以上，大大超过了农作物的经营 

效益。这也是乡村旅游点快速发展的 

主要原因之一。 

4．乡村旅游经合组织正在形成， 

行业自律初见端倪。随着乡村旅游的 

迅猛发展，个别条件优越的乡镇出现 

了“集群式”的乡村旅游点，即全村数 

十户农户同时经营旅游服务。如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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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界牌镇凤山村 (盛产桃、李 、枇杷等 

水果)、井研县千佛镇梅湾村(盛产柚 

子)、犍为县清溪镇万亩茉莉花基地、 

五通桥区杨柳镇国家花木科技园、市 

中区凤州岛等。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 

中，市中区、五通桥区等成立了 “乡村 

旅游 (农家乐)协会”等自律组织，建 

章立制、规范经营，协调乡村旅游点 

之间的利益分配，方便乡村旅游点宣 

传促销，帮助乡村旅游点健康发展。 

5．旅游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并向 

规模化、高档化发展。各乡村旅游点 

十分注重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 

游服务质量，增强旅游市场的竞争 

力：如市中区金鹰山庄目前已投资 

4000多万元，建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 

仿明清建筑的私家园林，旅游服务内 

容包括了特色餐饮、住宿、游览 、购 

物、娱乐，加之交通便捷 ，吸引了众多 

游客举家休闲和游览，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我市乡村 

旅游发展的典范。以此为代表，全市 

的乡村旅游点逐步向规模化、高档化 

方向发展。市中区古桥大酒店、五通 

桥区世#t-~t源休闲山庄、犍为县桃园 

新村休闲山庄等相当一批的乡村旅 

游点均投资达 1OO一3OO万元，占地 

15—4O亩，并积极地寻找合作伙伴， 

做大做强乡村旅游业。 

二、乡村旅游发展对我市经济 

社会的促进作用 

完善了我市旅游产业结构，增强 

了 “中国第一山”国际旅游区的整体 

实力 ；有力地带动相关产业 ，促进了 

农村经济发展；丰富了城乡居民的文 

化生活，推进了精神文明建设。 

三、存在的问题 

1．旅游服务质量亟待规范。乡村 

旅游点的规模虽小，但却涵盖了旅游 

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具 

有完整的旅游服务形态。目前，全市 

的乡村旅游点总体上还处于 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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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仅有少数进入了规范化经 

营和管理阶段，大多数乡村旅游点服 

务质量低、卫生条件差，少数乡村旅 

游点存在安全隐患。 

2、个别 乡村旅游点乱搭乱建、无 

证经营。由于开办乡村旅游点能带来 

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有少数经营户 

违规搭建经营场地 ，无证经营餐饮 

业、旅游业，既破坏了生态环境，又影 

响了乡村旅游的整体形象，还造成了 

经济损失。 

3、旅游特色文化含量低。特色是 

旅游的灵魂，文化是旅游的基础。全 

市具有乡村文化特色，特别是农业文 

化的乡村旅游点很少，多数只能提供 

棋牌娱乐 、品茶聊天等单调的活动内 

容，无特色文化 (餐饮、农业等)作为 

支撑，缺乏旅游市场竞争力，很容易 

被激烈竞争的旅游市场所淘汰。 

4．宣传促销不够。全市 11个 区 

市县的乡村旅游宣传促销工作非常 

薄弱。虽然乐山乡村旅游资源丰富， 

但是市场观念比较淡薄，宣传营销工 

作开展较差，因此虽有好的资源，但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不多，消费者 

也主要是本地居民。 

5、旅游经济效益低。由于产品的 

档次和消费者经济水平的限制，与成 

都市郊乡村旅游点相比，我市大部分 

乡村旅游点人均消费都不高，一般的 

乡村旅游点人均消费仅 1O一2O元／ 

人次，少数乡村旅游点不足 1O元。 

四、对策与建议 

我市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文化丰 

富，区位优势明显，加之多年旅游业 

发展的基础和经验，为乡村旅游的发 

展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条件和历史机 

遇。区市县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 

也证明，乡村旅游发展离不开政府的 

支持、行业的引导和企业(经营户)的 

积极参与。我市乡村旅游发展大有可 

为。 

1．以政策为导向，鼓励 乡村旅游 

发展。首先，制定我市乡村旅游资源 

S 
开发的总体规划，以不同资源结构优 

势为依托，发挥现有旅游景区点的辐 

射作用，开发形成大规模的乡村旅游 

区，如以乐山大佛景区为依托的水域 

风光乡村休闲旅游区、以峨眉山景区 

为依托的绿色生态乡村休闲区等等。 

其次，鼓励民营经济投资乡村旅游市 

场，在土地转让 、租赁 、出售等方面给 

予外来投资者优惠政策扶持，引进大 

额资金尽快建成一批上规模档次的乡 

村旅游示范点。再次，积极引导现有 

乡村旅游点通过合并、合资、合作等方 

式，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点的硬件设 

施，提升服务水准。形成经营主体多 

元化、规模档次多样化，充满活力的乡 

村旅游市场 ，满足大 、中、小城市不同 

消费者的需要，增强我市乡村旅游点 

的整体竞争力。 

2．注重行业监管与引导，规范乡 

村旅游发展。各级政府，尤其是旅游 

部门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 

《乐山市休闲旅游度假区示范点质量 

等级评定标准》和《乐山市市级乡村旅 

游点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市级标准)， 

引导区市县乡村旅游点创建市级休闲 

旅游度假区示范点和星级乡村旅游 

点。通过示范引导促使乡村旅游点自 

行整改和完善旅游经营的硬件设施和 

管理服务等软件制度，并逐步淘汰一 

批服务质量低的乡村旅游点。一方面 

要加强 日常监督和管理 ，规范乡村旅 

游点的旅游服务质量，逐步使乡村旅 

游点迈入规范化的轨道，维护旅游者 

和旅游经营者的利益，从机制上促进 

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3．突出“品牌化”经营，促进 乡村 

旅游快速发展 。要充分利用我市名 

山、名佛、名城、名人的效应，依托乐山 

大佛——峨眉山这一世界品牌，创建 

具有乐山本土特色的乡村旅游点，或 

突出佛文化底蕴，或突出经典名食，或 

突出人文氛围，或突出自然生态，打造 

出一批在省内、国内乃至国际上叫得 

响的乡村民俗旅游品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