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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来，贵州省在发展旅游产业上，大力推动旅游产业与民族文化及第一产业的

融合发展，形成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生态农业等新型产业形态，乡村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

贵定云雾镇具有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资源，具有乡村旅游融合创新发展的良好条件。 

关键词：现代农业，民族文化旅游，融合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不同产业边界进行相互渗透融合成为新的业

态形式，形成了产业融合这一经济现象。产业融合促进了产业的升级并成为调整经济结构的有

效手段。旅游产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的特征，现代旅游的发展要求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进行融

合发展，不断推进新的商业模式，创造了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产业融合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空

间拓展的重要路径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一、贵定云雾镇现代农业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产业支撑条件 

1.政策条件 

2009 年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

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在加强开发旅游文化产品

、创造旅游文化环境、培育新的旅游文化业态、加强旅游文化的市场推广等方面，推出了一系

列政策性措施，给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以有力的政策支持。2011 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旅游扶贫”，各种优

惠政策叠加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与发展创

新，我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旅游业也因之呈现出效益提升、转型加速

、动力强劲的态势。 

2.理论条件 

旅游产业是现代社会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与传统产业相比，旅游业不是一种单一的

产业形式，而是一个产业的集群，由多种产业共同组成，这种天然所具有的产业特点，就使旅

游业能够与众多的产业联系在一起。现在的旅游产业在发展方向上有了新的转向，单纯的观光

游向深度体验、度假、休闲游转变，这种复合型的需求，扩大了旅游市场的边界，促进了旅游

产品的升级，所以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业态模式，成为旅游业及相关产业新的



生产力和新的增长点。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是符合两者的本质属性的。文化是人类在自然和社会中发展起来

的经验总和，主导着我们的社会活动。而旅游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生动反映，而旅游活动也

是源于景观与文化的差异体验，而文化作为景观中能动的部分，在旅游消费中起着重要的促进

作用。所以旅游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一种对不同文化的体验。没有文化的旅游是苍白无力、枯

燥乏味的，没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不具备足够的市场竞争力和吸引力，失去旅游推动的文化

最终会失去发展繁荣的动力和活力。文化不与旅游结合，就会“魂不附体”；旅游不与文化结

合，就会“灵魂出窍”。云雾镇原始秀美的自然环境、传统的农耕文明、自然与历史遗存相结

合的农业和农村景观以及淳朴厚重的民族风情的存在，又进一步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利条

件。 

3.自然条件 

云雾镇地处贵定县最南端，交通便利，素有贵定“南大门”的美誉，天然具有发展现代农

业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有利条件。云雾镇自然山水秀美奇俊、农业种植初具规模、所产“贡

茶”历史悠久，将为云雾镇打造高效、优质，集“旅、农、茶”三位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奠

定坚实基础。云雾镇民族文化底蕴深厚，人文风情浓厚，主要居住有汉、苗和布依族等民族，

各民族和谐相处，构成了云雾镇美丽的民族文化景观。 

云雾镇具有发展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业的有利条件，云雾镇镇区周边土地面积有一定的规

模，土地耕作条件好，经过多年发展，以茶叶为重点的山地农业发展布局已初具规模。夏榕高

速公路的开通为未来园区物质流通创造了良好的物流环境。国家提倡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和省

委省政府作出在全省建立 100 个高效农业园区的发展规划，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

环境。随着城镇化发展加快，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越来越多，农村闲置土地逐渐增多，这为集约

化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云雾镇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资源厚重，以鸟王高原台地、云

雾大坝田园风光、江比滨水等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魅力。云雾镇地处黔中地区

，具有良好的交通优势。苗族文化和布依文化已形成贵州最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云雾镇地处

贵州古苗疆文化旅游走廊中心地带，紧邻贵州省省会城市贵阳，具有良好的旅游区位优势。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云雾镇存在着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业发展的不利因素，民族文化和

旅游业的发展及农业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云雾镇的农业、茶产业发展各行其道，没有充分结

合旅游、观光的发展进行产业融合建设，虽然农业、茶产业有所发展，但和旅游产业发展互不

搭界，产业融合水平低，制约了云雾镇产旅一体化的发展。考虑到旅游和农业、茶产业、民族

文化有极强的关联性，应积极加强农业、茶产业、民族文化和旅游的协作和互动，使各个产业

能够紧密成为一个整体，形成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 

 

二、基于资源的云雾镇乡村旅游模式选择 

云雾镇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文化资源比较丰富，茶文化、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较好，但

是缺乏附加值高的文化旅游产品，文化资源在塑造旅游文化品牌和促进产业融合方面发挥的作

用较小，产业连接松散，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和适合的发展模式，因此探索农业、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的模式和路径，用以作为开发的参考是极为必要的。只有在产业的融合发展上形成紧密

结合、互动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才能加快实现由单一产业向产业融合发展优势的转变。在开

发的模式上，有以下几种模式可以提供借鉴。 

1.民族风情型发展模式 

云雾镇可以发展民族风情型发展模式，此地具有独特而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各种传统民

俗活动也很丰富。以云雾镇民俗风情为载体而开展旅游活动，以当地民间的日常生活方式及文

化吸引外来旅游者。这些风俗风物作为旅游项目的基本内容，进行整合包装，推出品位较高、

游客参与性强的旅游活动项目等。这种模式，既展示了乡村不同阶段的整体人文系统状况，也

满足了游客认知和体验的愿望。 

2.农场庄园型发展模式 

以农业资源为依托的乡村旅游，适用于具有特色农业生产活动的地区，并且要求当地的经

济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因为农场庄园强调生产性、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和商业性的融合

，寓农业生产于休闲旅游之中，提供田园之乐，比较受都市旅游者的欢迎。云雾镇农业基础较

好，离中心城市近，具有发展观光农业的良好优势。 

3.景区依托型发展模式 

景区依托型发展模式，适用于有良好的自然风景旅游资源或位于旅游风景区周围，与风景

区之间有较为便捷的交通联结的地区，主要是在地势较为平坦、道路较为通达的风景区周边发

展，利用农业资源和自然风景资源互补的组合优势开发乡村旅游产品。云雾山自然风光优美秀

丽，利用风景区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游客在欣赏风景区内的自然风景之余，派生欣赏乡村

景观。 

 

三、云雾镇现代农业、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思路 

云雾镇依托良好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贡茶文化、现代农业等资源，积极推进现代农业

与文化旅游的产业融合，创新开发农业、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了旅游产品体系，促进了农

业与旅游业及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在推动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方面，在以下几个方

面要积极探索、努力创新。 

1.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促进发展理念创新 

云雾镇的旅游开发一定要树立文化是旅游之“魂”、旅游是文化之“体”的思想。民族文

化不是作为旅游的附属产物，只有真正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具有旺盛的生命

力。云雾镇的布依族、苗族和汉族，构成了民族文化景观，其风俗、语言、节日独具特色。所

以，在推进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各民族文化所固有的特性，另一方面要通过市场

的渠道，深入挖掘提升民族文化内涵，增强文化底蕴并贯穿到旅游景区的全过程当中，突出其

地方民族文化元素特色，借此激发旅游的动力和活力，使旅游产品在更深的层次上、更高的品



质上得到差异化的体验，从而也更好地保护了民族文化。 

2.打破行业与部门壁垒，促进融合和协同创新 

云雾镇整体性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要打破部门、行业壁垒，推进文化旅游与工业、农业以

及科技、传媒等相关产业、行业跨界融合，推动各类优强企业进入文化旅游领域，推动科研、

教育、民间组织等力量共同参与文化旅游发展，加强区域协作和资源、产品、市场整合，形成

文化旅游创新发展的合力。整合利用各行业、各渠道的项目资金，在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特色打造、景观优化等方面施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3.找准起点，开阔视野，规划创新 

建立省内外乃至国外规划力量共同参与文化旅游规划的机制，既发挥本土专家作用，又引

入省外先进观念和技术，做到本土知识与国际视野的结合。云雾镇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旅游观光

地，一定要突出市场导向，提供产品需求，既要依托资源优势开发产品，更要整合资源创新产

品，通过深度创意策划，促进有形文化旅游资源与文化风情、概念性地域文化等无形文化资源

并重，规划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项目和活动，改变就资源谈资源的规划方式。遵循文化旅游的

规律编制规划，以文化、景区、文化休闲区等结合为模式，规划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同时

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四、结语 

云雾镇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只有在政府引导下，制定切实可行的科学规划、

选择适合实际情况，可操作的运行模式、在理念、营销、资金等各方面进行创新的，同时在发

展产业融合过程中，兼顾村民的实际利益，一定会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