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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汉江流域襄阳段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路径研究 

陈慧珍 龙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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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理学院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和抓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分析汉江流域襄阳段乡村

旅游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主题定位、产品开发、三产融合、资源保护、体系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思路和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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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在于“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全面振兴,而

乡村旅游是实现农村更美丽、农业更兴旺、农民更富裕、城乡居民更幸福的重要着力点和抓手。 

学术界关于“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之后。如朱建江(2017)以上海乡村旅游为

例,提出上海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杨瑜婷等(2018)研究了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居民与开发商的合作路径演化问题;高源

(2018)提出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要把握好旅游市场的“可进入性”、“可差异性”、“可受益性”和“可持续性”等。

本文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找出汉江流域襄阳段乡村旅游供给存在的瓶颈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1 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前景 

1.1乡村旅游快速增长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资源为依托,以田园风光、农业活动、农村民俗文化等为旅游吸引物,集科普教育、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康体疗养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旅游活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对于乡村自然田园风光

的向往程度不断加深,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以 2016 年为例,全国有 9 万个村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活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经营单位达 180万家,其中农家乐超过 150万家,规模以上园区超过 3.3万家,年接待游客接近 8亿人次,年营业收入超过 2400亿

元。相关数据显示(图 1),2012～2017 年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接待人数不断增加,从 2012 年的 7.2 亿人次逐年增加到 2017

年的 28亿人次,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31.2%。2017年全国乡村旅游收入达到 7400亿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休闲习惯的养成,

回归自然、走向乡村、释放自我成为人们周边短途休闲度假消费的首选,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快速增长。乡村旅游的发展反过来又

带动乡村环境改善,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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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2017年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接待人数统计 

数据来源:社科院、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1.2乡村旅游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国务院 2015年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专门提及乡村旅游提升计划,指出鼓励发展个性化、特

色化的乡村旅游,完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开展百万乡村旅游创客行动,大力推进乡村旅游扶贫。2018年,国家发改委、

文化和旅游部等 13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2020年)》,2018年 7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开展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推介工作的通知》。这些意见和方案均提及要不断挖掘农业特色、传承农耕文明、展示民俗文化、提升

乡村旅游中高端产品的供应能力,这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氛围。乡村旅游已然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

新热点,是最具潜力与活力的旅游板块之一。 

2 汉江流域襄阳段乡村旅游供给瓶颈分析 

汉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南麓,主要流经陕西、湖北两省。汉江在襄阳境内流长 195km,流域面积

17313km2。古人曾说“千里汉江,精要在襄阳”,襄阳作为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和农业大市,乡村旅游资源丰富。随着汉江水利工程

实施,汉江水域面积扩大,湖面与两岸的青山、沙洲、田园、农业活动和民风民俗构成了汉江流域所独有的乡村风光。 

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乡村旅游已经出现了国家农业公园、休闲农场、乡村营地、乡村庄园、乡村博物馆、市民农园、

乡村民俗等十余种新业态,但就汉江流域襄阳段而言,其乡村旅游的供给还远远不能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存

在众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2.1主题定位不清,特色不突出 

汉江襄阳段的乡村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包括湖面与两岸的青山、沙洲、田园、农业活动和民风民俗,但在乡村旅游开发时,存

在着主题定位不清,功能分区不明,产品品牌化、系列化、精品化、差异化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没有明确的主题定位和功能

分区,缺少核心吸引物,产品综合性、多样化的组合设计不够,仍然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差异化不强,对游客吸引力有限等。如乡

村现有的农家乐,绝大多数还停留在简单的农家餐饮、住宿和附送一些采摘活动层面上,很难满足游客科普教育、休闲度假、康

体疗养的旅游需求。 

2.2三产融合不够 

很多乡村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对发展乡村旅游还认识不够,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仓促上马发展乡村旅游,

管理落后、资金短缺、专业人员匮乏直接导致乡村旅游低层次、粗放式开发,旅游与农业、旅游与工业、旅游与服务业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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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互融互促,经济效益不佳,农民无法受益。 

2.3资源环境保护力度不强 

乡村旅游资源环境保护分为自然环境保护和乡村文化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的对象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肥沃耕地和生态平

衡,文化环境保护的对象是乡村氛围、农耕文化、民俗风情等。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就是乡村性,自然环境是基础,文化环境是基

石。很多乡村在进行旅游开发时,认识不到乡村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对自然资源盲目过度开发和利用,对乡村遗产和乡村

文化氛围保护不力,丧失乡村文化的原真性。 

2.4发展支撑保障体系不足 

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需要各个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虽然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很多鼓励和支持乡村旅游

发展的政策和方案,但落地到乡村,仍然存在很多困惑,主要表现在村集体+农户+企业资本的合作共赢模式问题,吸引年轻人参与

乡村旅游的方法和途径问题,乡村旅游配套设施修建问题等。 

3 汉江流域襄阳段乡村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策分析 

3.1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襄阳市是农业大市,乡村多属于传统特色农区,建议结合这一特点,在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前提下,通过对当地

自然、人文资源的梳理,明确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打造独一无二的乡村旅游主题定位。如襄阳市保康县格兰坪村被誉为“中

国最美休闲乡村”,那么该村就应该紧紧围绕“最美”、“休闲”做文章,通过对当地茶、水、洞、石林、乡绅文化资源的整合,

打造核心产品和支撑产品。 

在产品设计方面一定要明确“乡村旅游轻观光,重休闲、体验和参与”的特点,一是形式上要不断创新和多样化,可以依托农

业景观、农事节庆、观光采摘、特色动植物欣赏以及农业园区等打造高科技农园观光园、果蔬采摘园、农耕观光园、特种养殖

园、康养农庄、民俗园等,形成知识性与趣味性、观光与参与、休闲与康养相结合的产品组合系列;二是注重品牌和精品的打造,

通过对核心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精品产品,进行包装和宣传,形成品牌,如保康县格兰坪村可以借助大片的震旦纪和白垩纪石林,

打造“华中最美格兰石林”旅游品牌。 

3.2产业融合,优化发展 

襄阳市乡村旅游的发展必须以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为路径,围绕“赏、归、养、憩、购、游、学、尝”八

要素,延伸旅游产业链、拓展产业范围、转型产业功能,实现乡村旅游优化升级,达到“1+1+1>3”的效果。 

首先,加快旅游与农业的融合,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休闲农业,这也是很多发展乡村旅游的主要方式。乡村旅游与农业有

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广大的乡村可以通过走“以农业促旅游,以旅游带动农业”发展的道路,合理利用农、林、牧、渔资源,通过

开发观光、教育、农事劳作、渔家乐、牧家乐、康养等产品,满足高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 

其次,补齐乡村旅游商品制造加工的短板,加快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对每个乡村特色的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农业器具等进

行生产、加工和改良,有条件的乡村还可以提供特色农产品的制作体验等,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如襄阳市

多数乡村种植有大片的茶园,就可以在“茶”上做文章,除了产茶、卖茶外,还可以让游客亲身体验采茶、炒茶、制茶、茶艺、品

茶的过程;茶花可以制作茶花饼和茶花精油,提升“茶”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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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做好“旅游+”文章,乡村旅游本身属于第三产业服务业,可以围绕乡村旅游产业链上下游,结合关联行业如地产业、信

息业、文化业、养老业、体育业等,发展相关乡村旅游地产、乡村康养、乡村体育、乡村民俗、乡村科普业等。 

3.3规范开发,合理利用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注重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有效保护,要让乡村更像乡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

境的好坏直接决定当地乡村旅游的品质,应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整治。乡村氛围直接关系到游客对乡村的直观印象,要力争

保持乡村的原真性,避免乡村城镇化,同时对乡村环境进行整治,做到夜晚亮化、水面活化、路面硬化,要让每位村民认识到环境

整治的重要性,能主动清洁家园、清洁道路、清洁村庄。乡村文化是乡村性的深层内涵,对乡村文化的保护刻不容缓,应在对当地

的农耕农事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村落老宅保护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合理的挖掘、整理、恢复和传承。乡村建筑风貌应在

当地原有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尽量融入当地特色建筑元素,营造独特的建筑风貌区。 

3.4提供支撑,保障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应注重协调村集体、农户和开发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有效的产权配置与组合,借助第三方力量协调

各方利益,建立有效的利益相关者行为监控机制;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应完善乡村旅游投入机制,按照“政府扶持、农户为主、

社会参与”的原则,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积极推动乡村闲置房屋开发乡村旅游,盘活农村沉睡资产,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探索旅游

职业教育培养乡村旅游人才的新机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乡村旅游培训基地,鼓励农村年轻劳动力参与乡村旅游职业技能

培训,制定灵活的流动机制帮助乡村旅游人才的不断完善和升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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