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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休闲渔业旅游发展策略探析 

——以湖北彭家营村为例 

张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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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渔业旅游是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传统渔业与旅游业融合的新型渔业发展模式。在乡村振兴发展

战略背景下，分析了湖北南漳县彭家营村休闲渔业发展优势与存在的问题，提出彭家营村休闲渔业旅游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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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今明两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领域必有不少必须完成的任务。“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作为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要战略之一，指出“三农”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0年 1月，湖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条例提到“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护、利用乡

村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传统文化和乡俗风情等特色资源，丰富乡村旅游产品，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

综合效益。”乡村振兴战略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幸福新生活，是推动农业农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 

中国休闲渔业发展已有 30多年历史，休闲渔业是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传统渔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型渔业发展模式，集

旅游观光、水产养殖、休闲垂钓等休闲活动于一体。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乡村渔业已经不能满足乡村振兴和旅游需求。

通过乡村渔业与休闲旅游融合发展，能更好保护渔业资源与传统渔业文化，满足乡村旅游者的文化体验和精神享受，带动乡村

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彭家营村位于湖北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村内河网密布，紧靠清凉河上游，地处南漳城区交汇区域，具备发展休闲渔业旅

游的天然条件。彭家营村及其周边村镇原以传统内陆河湖养殖及种植业为主要经济创收。本文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背景下，分

析湖北南漳县彭家营村休闲渔业发展优势与存在的问题，提出彭家营村休闲渔业旅游发展对策，助力乡村实现“村美人富”。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 

1.1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平衡充分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迫切要求。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三农”领域表现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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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突出，一方面表现为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明显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乡村发展的不平衡。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能够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推动

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等，不断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不断增强乡村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2乡村振兴战略促进现代化建设 

目前中国正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部分乡村地区现代化城镇化进程较慢，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生活条件未能

得到改善，少部分地区乡村在进行发展同时可能失去了原有乡土气息和文化特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经济快速发展，

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全面进步，提升广大村民综合素质，不仅能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而且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保障。 

1.3乡村振兴战略给与农村发展新动力 

新世纪以来，中央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从 2003 年连续 1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共十七

大和十八大都提出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讲话中强调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紧迫感、使命感。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与实施，对推动农村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作用显著。村庄美丽发展

逐见成效，立足乡村的产业现状、生态景观、文化资源等，注重发挥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性，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因地制宜，

发展培育支柱产业，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实现城乡格局新转变。 

2 彭家营村休闲渔业旅游发展优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2.1优势 

2.1.1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 

彭家营村水资源丰富，有众多河流、湖泊，村集体拥有 16个大小商业鱼塘，与此同时各类鱼塘水质清澈，饵料丰富，常年

不干涸，盛产鲫鱼、鲤鱼、草鱼、黄骨鱼等，当地水生生物资源丰富。丰富的旅游资源、良好的水域条件以及多样的水生生物

资源，为彭家营村休闲渔业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条件。近年来，襄阳市渔业局立足于本地优势，着力把休闲渔业作为渔业

经济的增长点来培植。 

2.1.2独特的文化资源。 

湖北被誉为“千湖之省”、“鱼米之乡”，文化博大精深，靓丽纷呈，彭家营村属于传统渔业养殖村落，养鱼、烧鱼、捕

鱼的本事令人称绝，原生态的传统渔家生活更是成为旅游者所向往的绝佳体验项目，再加上悠长的渔业历史变迁、深厚的底蕴、

不断进步的社会文化，浓郁的古朴民风与纯真乡韵等共同构成独特文化氛围。 

2.1.3区位条件优越。 

彭家营村位于南漳县九集镇，九集镇地势以丘陵为主，东接襄阳、西连南漳、北毗谷城、南邻宜城，是一个一脚踏四县（市、

区）的丘陵农业大镇、南漳的东大门，是襄阳市小城镇建设重点镇、襄阳市整体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的试点镇、襄阳都市休闲

功能区，也是襄宜南一体化节点镇。集镇中心距襄阳市区 20km，距南漳县城 16km，离汉十高速仅 10km,305 省道、麻竹高速、

蒙华铁路、郑万高铁穿镇而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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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生态环境良好。 

彭家营村属丘陵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富，多天然河湖发育，村庄绿化覆盖率较高，田园风光优美，乡土树木

集中，形成稳定植物群落，植物空间使人们感受村庄恬静和质朴，具备良好观赏价值，聚落居住及生活空间宽敞。 

2.2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休闲渔业特色文化品牌缺乏。 

彭家营村内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传统渔业不足以支撑乡村农业经济高效发展，村民收入来源单一且水平不高，经

济发展缺乏定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彭家营村正在建设观光渔业、休闲垂钓、特色渔家村落，但没有深

入挖掘当地特有的渔业文化特色，来提升传统渔业文化魅力，发展过程中缺乏创新与特点，未形成渔家村落独特文化品牌，对

休闲垂钓爱好者吸引拉力不足。还未达到以休闲渔业的特色品牌拉动乡村经济增长，休闲渔业旅游新型产业发展新趋势尚未形

成。 

2.2.2“渔旅”联合不紧密。 

该村虽然区位条件较好，但消费市场缺乏，休闲渔业要发展，旅游者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没有休闲垂钓爱好旅游者的支持，

渔民就失去了重要收入来源。再加上许多鱼产品缺乏销路，渔民生活基本收入难以保障。渔产业作为休闲旅游的基础因素地位

十分重要，而休闲旅游作为渔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活力因素也同样重要。彭家营村“渔旅”产业缺乏高效融合，目前融合发展停

留在表面，二者缺乏科学规划与整合。 

2.2.3“渔旅”经营架构亟待创新。 

彭家营村休闲渔业经营模式单一，经营架构缺乏创新，经营活动仅以体验式捕捞与渔家食宿为主，经营方式与架构亟待改

进。政府、农民、社会企业等协作不强，未能发挥各自在休闲渔业旅游产业中最大效用。同时在经营发展中，存在相关利益主

体分配不均，未能使村民真正获益，相关主体在产业振兴中存在发展责任不明确，未能做好休闲渔业旅游项目投资开发经营管

理，日常运营与管理也未能及时跟进。 

2.2.4“渔旅”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升。 

彭家营村休闲渔业的经营者大多数为 45～60岁的传统渔民，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休闲渔业旅游新兴产业的认识，专业知识技

能不足，存在个体经营，管理不善，融资困难，难以规模化发展。目前，休闲渔业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类型专门休闲渔

业垂钓小岛、度假区发展势头强劲，凭借着优质服务，高质量休闲体验对其产生威胁。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休闲渔业

旅游从业人员大多数也是传统渔民，虽具备娴熟的捕捞垂钓技巧，但缺乏服务意识，文化素养相对较低，不具备管理意识与经

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村落休闲渔业旅游健康持续发展。 

3 彭家营村休闲渔业旅游发展思考与建议 

3.1彭家营村发展思考 

3.1.1彭家营村目前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青壮年人口外流严重，村庄产业缺乏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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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村落内，外出务工人员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收入，但村庄内经济缺乏持续发展活力，必须培育村庄特色产业，使

青壮年人口回流，投入到乡村产业建设中去。 

3.1.2 

加强彭家营村爱乡情怀培养，呼吁激发村民进行乡村建设自信心，只有让村民真正了解自己乡村潜在资源与发展前景，才

能更好调动村民积极投身美丽乡村发展中。 

3.1.3 

彭家营村当地管理和建设部门需正确理解乡村振兴建设核心理念，认识到彭家营村的独特性，在整治建设中必须保留其优

秀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部分，拒绝“千村一貌”。 

3.2彭家营村发展建议 

3.2.1建立本村特色文化品牌。 

积极引导彭家营村休闲渔业旅游产业发展，立足本村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充分挖掘该村渔家文化，使其与现代新兴科技

融合，塑造属于本村落的休闲渔业旅游文化品牌。围绕渔文化主题“‘鱼’乐无限，渔乐人生”，打造特色休闲渔业旅游区，

实现建成以渔业生产、生活为核心的多功能乡村休闲渔业示范点。同时加强休闲农业、休闲渔业发展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当地

村民对发展乡村经济的认识，从而提升自我素质，提升村落整体形象。 

3.2.2科学规划渔旅融合。 

彭家营村休闲渔业旅游规划要遵循“一心一轴四片”原则。一心：竞技垂钓体育休闲运动区；一轴：各区之间的联系轴线；

四片：服务接待区，休闲野钓区，渔乡体验区，休闲运动区，构成和谐有机的整体，打造高效渔业的新引擎和休闲渔业的新高

地。规划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应配套服务设施。加大政府对彭家营村投资力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把休闲渔业旅

游开发建设作为当地经济振兴的重点工程。以渔产业为基础保障，休闲旅游项目为活力因素，二者协同发展，促旅游提质增效，

提升知名度，为鱼产品拓展销路提供保障。 

3.2.3创新完善“渔旅”经营架构。 

在休闲渔业区建设开发及后期运营中要注意协调政府、农民、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彭家营村政府在其中要做好公共资源

的最优配置，做好公共设施配套投资规划、建设管理及指导服务工作；农民要真正成为旅游经营载体的攸关者，使他们参与到

渔家休闲产品的开发、建设、管理、监督中，让渔家旅游产品具备当地文化气息；企业作为经营实际操作者，重点做好休闲渔

业旅游项目投资开发经营管理。还可以通过成立渔家乐指导办公室，由专业人员进行管理与日常运作，建立本村休闲渔业旅游

的管理标准和评价体系，营造区域旅游品牌，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新机制。 

2.3.4引进专业人才，培训本地人员。 

当地政府或社会投资者可以积极引进专业旅游管理人才与具备休闲渔业开发建设能力的人员，同时对彭家营村休闲渔业旅

游产业相关人员进行分级分类培训，对经营者加强管理理论与运营方式的初级培训，对服务人员侧重于专业知识技能提升与服

务意识培养。引导该村休闲渔业旅游从业人员学习利用新媒体进行网络营销，运用现代智慧旅游系统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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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休闲渔业旅游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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