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盐源县雅砻江流域观光农业旅游开发研究 

熊金银
1
 王鹏

21
 

（1.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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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观光农业旅游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旅游扶贫、建设新农村和乡村振兴的重要

手段。针对盐源县雅砻江流域观光农业旅游开发规划研究,以期对沿江流域观光农业旅游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开

发指导。采用实地调查法、定性和定量分析法对盐源县雅砻江沿江流域观光农业旅游要素进行全面研判,分析观光

农业旅游资源优势和发展定位,提出观光农业旅游的开发规划设计。盐源县雅砻江流域观光农业旅游资源丰富且资

源评价等级高,共有森林生态、热带林果、水域风光、农副特产等 4类较为突出的观光农业旅游资源,资源定量评价

为 83 分,属四级(优良级)旅游资源。规划开发农家乐、渔家乐、水乡乐、康养乐等休闲观光农业旅游产品,规划设

计“一个增长极,两个扩散极”的雅砻江流域观光农业旅游带状发展空间布局。推动农业和旅游业的产业结合,开发

多业态的观光农业旅游产品,对实施雅砻江沿江旅游驱动战略、融入大香格里拉旅游圈整体布局、建设全国休闲农

业旅游示范点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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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势头迅猛,产业融合有助于促进传统产业的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及提升产业

竞争力。依托盐源县雅砻江流域高原特色农业资源,大力发展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生态康养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旅游,转变

发展方式,业态融合发展,发挥全域旅游的融合作用和“旅游+”功能,推动县域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1 区域概况 

雅砻江是金沙江最大一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玉树县,自西北向东南经甘孜、凉山两州至攀枝花市注入金沙江,干流长 1571km,

流域面积 13.6万 km2。作为金沙江最大一级支流,雅砻江自木里县进入盐源县境内,流经盐源瓜别、右所、树河 3个片区的 15个

乡镇,流域乡镇面积 3180.1km2。雅砻江沿江地区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9.7℃,年无霜期 301.8～313.7d,温度适中、

光照充足、生物资源丰富。现有天然林 17.2 万 hm2,主要有云杉、冷杉、马尾松、白桦等林木品种,是开展农林生态旅游的重要

资源条件。雅砻江沿江流域出产丰富,盛产枇杷、芭蕉、核桃、板栗等热带林果,现已发展核桃、青花椒、枇杷等经济林木 2.6

万 hm
2
,芒果、桂圆、咖啡、皱皮柑等特色林果业也极具发展潜力,适宜开展观光农业、采摘农业旅游。沿江已建成国家大型水电

站 4个,高峡平湖,人工高坝与自然风光独具特色,是开展水上观光、水电科普、水上休闲的重要水体资源条件。雅砻江沿江流域

森林广、水泽众多,盛产为数众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和珍贵药材,雅江鱼、鸡枞、香菇、木耳、牛肝菌、鸡油菌、蕨苔等久负盛名。

                                                        
1作者简介：熊金银(1977-),男,四川邻水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乡村旅游。王鹏(1979-),男,四川仁寿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旅

游规划。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 2017年度课题“大小凉山彝区旅游扶贫探索与实践研究”(SC17XK051);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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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砻江沿江流域农林资源丰富,观光农业发展潜力大,前景广阔。 

2 雅砻江流域观光农业旅游资源优势 

2.1森林资源 

雅砻江沿江生物资源丰富,现有天然林 17.2 万 hm2。树河镇,全镇森林面积 184.87km2,森林覆盖率达 49%,珍贵林木有杉树、

香樟、松木等,野生菌有黑木耳、蘑菇、松茸、鸡枞等。马鹿乡森林覆盖率达 68%,林地面积 6400hm2,草原面积 1400hm2。金河乡

温泉村 100年以上名木古树(黄连、红椿、青香木、铁环果、苏铁、攀枝花等)50多棵。巴折乡有森林面积 304.5km2,森林覆盖率

达 93.7%,洼里乡有森林面积 14938hm
2
,草原面积 7000hm

2
,森林覆盖率达 70%。雅砻江流域林木丰富,空气清新,既调节了气候,形

成了景观,又有众多树下林果、山珍出产。 

2.2热带林果 

雅砻江沿江地区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9.7℃,年降水量1100mm,年日照2217.3～2413.5h。由于特殊的地理构造,

形成库区沿岸的南亚热带气候类型,冬暖春温高,夏秋季节凉,冬春逆温显著,是天然的“大地温室”。适宜发展多种热带、亚热

带经济作物,适宜种植热带水果,如芒果、桂圆、咖啡、皱皮柑、核桃、早春蔬菜等已形成规模,这些林果产业有别于其他地方的

观光农业花卉及水果,自成地方特色,是开展农业生态观光、林果采摘、农家乐休闲旅游的资源基础。 

2.3水域风光 

雅砻江盐源境沿江流域面积达 3180.1km2,水利资源丰富,有瓜别龙洞河峡谷,大小金河;金河温泉 200t 级,水温 38℃;树河温

泉、藤桥河热水坪温泉;雅砻江二滩库区、官地库区、锦屏一级、锦屏二级电站库区,高峡平湖,水面烟波浩渺。沿江流域山峦雄

奇险峻,自然风光优美,水上交通条件便利,适合开展库区水产养殖,具备开展温泉疗养、水乡风情游、库区观光、水电科技等水

上观光旅游的极佳资源条件。 

2.4风物特产 

雅砻江沿江流域生物资源丰富,林下出产珍贵药材,鸡枞、香菇、木耳、牛肝菌、鸡油菌、蕨苔等。特色经济作物,生态种植

业、养殖业,热带水果(芒果、枇杷、荔枝等),水产养殖(如裂腹鱼、娃娃鱼),林果(核桃、板栗、青花椒等),目前已发展核桃、

青花椒、枇杷等经济林木 2.6 万 hm2,芒果、桂圆、咖啡、皱皮柑等特色林果业也极具发展潜力,通过采摘及深加工,可以打造为

地方农副土特产品及特色旅游商品。 

3 资源评价 

雅砻江沿江地区旅游资源从艺术观赏价值、审美价值、科学考察研究价值,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角度,结合其

地理位置及交通、景观组合、旅游容量、市场客源、投资及施工条件等因素进行资源评价,具备农业观光旅游开发条件和基础,

具有旅游开发规划设计价值。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评价体系定量评价,其资源得分值为 83分,资

源等级为优良级,属四级(75-89)旅游资源。 

4 观光农业旅游开发设计 

4.1观光农业旅游开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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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总体定位。 

根据雅砻江沿江不同乡镇自然条件、地理区位、资源特点,规划建设以周边县市为主要客源的观光休闲旅游地和生态康养度

假旅游地,力争打造全国观光农业旅游示范点,实施“雅砻江沿江旅游驱动”战略,融入大香格里拉旅游圈整体布局。 

4.1.2形象定位。 

构建以雅砻江库区水体旅游资源为依托,多种农林观光旅游资源相结合的,大香格里拉旅游区休闲度假水上风光旅游最佳目

的地。根据雅砻江沿江观光农业发展的资源特质、地域特点、旅游市场偏好等,体现观光农业、采摘体验、雅砻江水体风光的特

点和主题,提出以下旅游形象宣传口号及定位:做客农家乐,品味农家果;雅砻江畔,魅力无限;观光雅砻江,旅游又健康;领略雅砻

文化,农家休闲度假。 

4.1.3功能及目标定位。 

充分发挥雅砻江流域农林生态旅游资源的农业生态观光功能、水电科普教育功能、休闲度假娱乐功能和高原农林康养功能。

把盐源县雅砻江流域建设打造成为国家 4A级旅游风景区、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水体旅游最佳目的地和国家农业生态观光旅游示

范基地。 

4.2观光农业旅游产品设计 

4.2.1农家乐。 

根据雅砻江沿江各乡镇具体情况,可针对性的规划不同旅游产品。树河片区“镇依山建,水绕镇转”的典型山水格局,发展树

河、金河热带水果观光农业。金河乡重点发展枇杷,平川发展芒果园,甘塘重点发展葡萄,在金河、右所、甘塘等乡镇发展错季蔬

菜等观光农业园。马鹿乡邻近库区,主要发展核桃和黄果产业,可规划沿江库区观光农业基地,树河开发花果观光园,田湾乡实施

芒果与咖啡套种,发展观光农业。瓜别片区的洼里生态农家乐、采金文化体验旅游、梅子坪彝家新农村民俗风情等,规划集观光

休闲、餐饮娱乐、采摘一体的农家乐旅游项目产品,举办系列农家林果民俗文化节,如“核桃节”、“芒果节”、“板栗节”等,

打造“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采农家果、购农家物、享农家乐”的特色观光农业旅游产品。 

4.2.2渔家乐。 

雅砻江沿江流域水电科技资源发达、渔业资源丰富、水体风光优美,开发建设垂钓体验观光农业。以树河片区、右所片区为

主,以电站库区为依托,发展网箱渔业养殖,开发雅砻江特色河鲜渔业,举办捕捞民俗节,渔歌节、垂钓邀请赛等活动,规划建设库

区乘坐轮渡、垂钓体验、渔家捕捞、体验渔民生活、江鱼烧烤、特色江鱼餐饮一体的渔家乐旅游项目产品。 

4.2.3水乡乐。 

雅砻江沿江已建成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二滩 4 个国家大型水电站,水电科技成就高,展现了雅砻江梯级电站的建设

成果,突出了水电科技成就,锦屏电站被誉为“世界高坝”雄伟壮观,电站库区高峡平湖,山势起伏,青山绿水,人工建筑与自然山

水交相辉映。规划开发库区、水电科技旅游、游船观光旅游,快艇、滑水、竹筏、漂流、水上蹦极探险、过江速滑等水上运动体

验项目及旅游产品,充分挖掘雅砻江若水文化。金河集镇开发官地库区开发水上旅游、水上运动,巴折乡大力发展官地库区至锦

屏库区的水上旅游业,洼里及梅子坪建设锦屏库区水上观光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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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康养乐。 

打造以金河温泉、树河温泉、瓜别龙洞河为基础的休闲度假旅游项目。开发建设树河镇竹林村热水河温泉,金河乡温泉村自

然形成包括雅砻江水面在内的层次分明的四级台地,充分利用这四级台地,高起点的规划建设,把金河集镇打造成为一个功能齐

全的高端旅游、度假、康养特色风情小镇。建设成为西昌的“后厨房”,使之成为大香格里拉环线——中国最美自驾游旅游线路

的一个重要节点,成为西昌周边最核心的具有阳光旅游、娱乐度假、康体疗养等多种功能的旅游点或旅游目的地。 

4.3空间布局 

县域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全县的农业资源特质,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从空间分布、可持续发展、经营

业态等多方面综合布局,最终促进整个县域休闲农业观光旅游的协调发展。雅砻江流经盐源 15个乡镇,根据各乡镇资源特点和发

展潜力,有计划、有重点的进行观光农业旅游规划的空间布局。沿江流域处于盐源县东部,从上至下依次为东北部瓜别区、东中

部右所区,东南部树河区。地理空间立体上形成飞机“机首与两翼”发展态势,平面上形成沿江“带状”布局,与泸沽湖旅游线路

形成倒“丁”字结构。共同构成西昌休闲度假旅游区——冕宁航天科技旅游区——木里藏乡风情旅游区——泸沽湖摩梭风情旅

游区——盐源润盐古道文化旅游区——雅砻江沿江旅游圈。在空间布局上形成“手枪”形区位,而雅砻江沿江旅游带正好处于

“枪”身位置,区位优势突出、辐射功能强,使其融入大香格里拉旅游圈。 

4.4增长极和扩散极 

农业观光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成为农业经济新的增长极。雅砻江流域规划

建设“一个增长极,两个扩散极”的带状观光农业旅游发展格局。右所片区的金河、平川是连接西昌和盐源交通枢纽上的两个重

要的沿江乡镇,基本处于两地的中间位置,交通区位、地理区位极佳,也是西昌——泸沽湖旅游线路的节点,主要培育以官地电站

库区水体观光、温泉疗养、休闲度假、特色农家饮食、农业园观光等为主的旅游项目,打造特色旅游风情小镇,形成旅游增长极

中心。通过右所片区的金河、平川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瓜别和下树河片区旅游发展。树河片区主要发展二

滩库区水上观光、温泉疗养、热带水果观光及采摘、农家乐等旅游项目;瓜别片区主要发展锦屏库区观光、渔家乐、农家乐、采

金体验等旅游项目。 

4.5发展时序 

将有限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最能发挥开发效益的地方,形成集聚效应,形成快速增长的规模极化效应,以此带动辐射区域。

右所片区的水体资源非常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客源市场近,客源进入性好,首先重点规划建设右所片区的金河至巴折官地库区水

上观光、休闲度假旅游,带动树河及瓜别起步发展。其次,打造右所金河旅游集镇,形成品牌,树河、瓜别形成联动。最后,右所片

区增长极效应凸显,成为雅砻江沿江旅游的中心,瓜别融入大香格里拉旅游圈,构建“雅砻江风景区”旅游带。 

5 结语 

传统的第一产业要寻求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型,寻求新的发展突破点,促进一三产业结合,实现农业与观光休闲旅游相结合。雅

砻江沿江流域面积广、地处河谷、出产丰富、农业生态资源丰富,水资源充沛、生物资源富集、民族风情浓厚。开发农业观光旅

游,发展前景广阔,具有较大的旅游发展潜力和旅游拓展空间。有资源条件的区域可以走农业观光旅游的路径,可转移劳动力就

业、振兴乡村、旅游扶贫、调整升级产业结构,从而实现沿江流域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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