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乡村振兴背景下自贡市仙市古镇 

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包德瑞 李启宇 韦领
1
 

（四川轻化工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推动乡村振兴重要动力。当前，自贡市仙市古镇乡村

旅游发展存在着产业发展滞后、文化挖掘不足、缺乏乡村旅游人才、发展资金短缺等问题，应通过发展地方产业、

深挖文化内涵、重视人才引进、多途径筹措资金等措施着力解决，促进乡村旅游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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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成为新时期农业

农村发展的指导方针。旅游资源富集而又邻近城市的乡村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乡村地区资源的聚集、基础设施的改

善、各项公共产品供给和乡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提高了乡村的生产效率和就业率，促进了美丽乡村、新农

村的形成。仙市古镇位于四川省自贡市，发展历史悠久，古建筑保存较好，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该镇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积

极响应，通过系列的改革，成果已经初步显露，但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也逐渐增加，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

也开始显现。 

1 自贡市仙市古镇概况 

仙市古镇位于四川省南部的自贡市，距离自贡市市区 11km，毗邻釜溪河，景区总面积约 2.3km
2
，由盐运文化风情小镇、箭

口村乡村运动体验区、百胜村慢餐休闲度假区、釜溪河滨水生态游憩带等部分组成。景区立足川渝市场，共享川南地区旅游客

群，紧扣自贡地域文化优势、古镇聚落空间形态及山水生态特征，兼具文化观光和休闲度假功能，着力打造四川一流、全国知

名的盐运文化休闲旅游目的地。 

1.1经济概况 

仙市古镇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城镇化也起步较晚，发展较为落后。该镇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13.7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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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32.7亿元，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0.1511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 1.67 亿元，同比增长 11.2%，农村居民可支

配收入 12191元，同比增长 10.2%，乡镇企业有酿造、饲料化工、化肥等厂。 

在自贡市沿滩区域乡村建设规划(2018-2030)中，仙市镇被划为特色文化旅游区，主要原因是借助仙市古镇的旅游资源，带

动釜溪河沿线村庄的旅游发展。而当地政府也积极推进“一村一品”项目建设，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进行打造，形成了以仙

市古镇旅游资源为核心，沿河村庄各自发展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仙市镇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培育生态游、乡村游、观光游、

休闲游、农业体验游等农旅融合产业，给群众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以及农闲时务工、临工等创收方式，通过乡村旅游实现就

业，增收致富。 

1.2自然地理概况 

仙市古镇以浅丘地貌为主，平均海拔 300m左右。镇域地势北高南低，西临釜溪河，也是该镇主要灌溉水源。镇域内小型水

库三座，总库容量 45.5 万方，灌溉面积 78hm2。镇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 18℃左右，

年降水 1261.2mm。 

1.3旅游资源概况 

仙市古镇建筑以川南穿斗式民居商贸建筑为主，现存建筑保留古代建筑原有风貌。景区包括宫殿、寺庙、祠堂等建筑，融

合了“山水，人文，信仰，事业”等思想于一体，尤其是保存完善的“四街、五栅、五庙、一祠、三码头”等建筑，展现了古

代中国西南古镇建筑风格和设计思想，被誉为“川南场镇风情的标本”、解读川南场镇风情民俗的“活标本”。该镇 2007年被

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9 年被评为首批“四川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同年被四川省住建厅纳入全省第三批省级特色小

城镇名单。 

2 仙市古镇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仙市镇位于川南的自贡市，经济发展相较于四川中部地区更为滞后。2020 年，自贡市全年 GDP 为 1458.44 亿元，位于四川

各市州第 11 位，仙市镇全镇地区生产总值为 13.7 亿元。不论是从自贡市还是从仙市镇的产业发展来看，产业发展薄弱的问题

都是极为突出的。而乡村旅游要得到良好发展的前提是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没有良好的经济发展作为支撑，乡村旅游的市场、

资本、劳动力等发展必须要素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究其原因，首先，仙市镇经济发展中，传统的农业生产依旧是该镇经济发展的主导。由于自贡市经济发展辐射作用不足，

离市中心较远的仙市镇经济还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导致经济发展基础弱，发展慢。其次，根据 2019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显示，仙市镇工业企业个数仅有十家，工业产值只占全镇经济的三成左右，工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不足。没有成熟的工业体系

作为经济基础，仙市镇的服务业发展更是困难。最后，在仙市古镇的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更凸显了各产业之间融合不足的问

题。目前该镇的乡村旅游存在与农村地区割裂的问题，游客旅游仅限于景区一隅，产业融合亟待探索。 

2.2文化内涵挖掘不足 

在仙市古镇的发展历程中，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以佛教文化为古镇宣传，到古典建筑文化欣赏，再到盐、码头文化体验，

该镇的发展策略经历了数次大变迁，景区还存在“面积小，景点散，竞争弱”的问题。笔者实地走访发现，仙市古镇各个景点

均较小且重复率较高，缺乏旅游特色，游客审美容易疲劳，兴趣大减，重游率低。旅游项目缺乏创新，缺乏品牌意识，导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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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乡村旅游存在游客市场小、发展质量低、旅游收入低等问题。目前仙市古镇还是以旅游古镇观光为主，水产养殖垂钓基地、

蔬菜采摘体验园、林果观光生态园、花卉苗木徒赏园、果蔬采摘体验园、生态农业体验园尚未投入使用，景区内缺乏特色项目

吸引游客驻留，旅客停留时间短，所带来的消费也低。此外，仙市古镇在旅游开发中，更注重于建筑物的表现形式，而忽略了

古镇的文化内涵，将原有行商会馆改为寺庙，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底蕴，也缩小了旅游参观的消费人群。 

2.3乡村旅游人才缺乏 

乡村振兴首先需要人才振兴。当前，缺乏高素质人才的问题已严重制约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由于其产业自身的特点，乡

村旅游不需要高层次的旅游酒店和旅行社管理人才，而是需要既懂旅游开发和营销，又懂乡村生产生活情况的管理人才。在仙

市古镇乡村旅游发展中，有许多岗位由村干部兼任，管理人才缺口明显。此外，村民是具体乡村实现振兴的最重要的利益相关

者和建设者，乡村振兴不能没有村民的参与。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发展问题明显，老一辈村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卫生意

识和观念较落后、服务意识谈薄，而年轻的农民大多外出打工增加收入，这导致乡村旅游发展中本地村民的主体缺失，也严重

影响了仙市古镇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2.4发展资金短缺 

乡村旅游的发展，资金是重要的问题。目前仙市镇乡村旅游发展资金来源以政府出资为主，引导企业参与，农民合作社共

同治理的模式。这种政府主导的资金来源模式虽然能为旅游发展持续地提供资金，但是在仙市镇这种经济落后地区，政府预算

对于乡村旅游发展的资金极为有限，在 2020年镇部门预算中，绝大部分政府资金流向农林改造、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

对乡村旅游发展所提供的资金少之又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3 促进仙市古镇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3.1发展地方产业，促进产业融合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乡村旅游是以农业发展为基础，促进旅游与农业产业的结合，从而推进乡村振兴发展。首先

要加快推进当地产业的发展，只有产业发展壮大，有足够的产业支撑之后，乡村旅游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要加强仙市镇的农

业建设与发展，必须要加强农业的规划，要改变原有的分散、低产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探索适合仙市镇的农业发展模式，促

进农业的发展。同时，也要推进二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推进服务业的发展，这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能为仙市古

镇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服务保障。其次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的乡村旅游必须加强构建相关产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产

业之间的融合，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乡村旅游产品。要借助乡村旅游的发展，反向促使乡村旅游与农业产业的有机结合，带动乡

村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 

3.2深挖文化内涵，打造地域文化品牌 

仙市古镇发展有待进一步规划和构想。仙市古镇的文化内涵丰富，保留下来的不仅是明清时期的建筑，更是建筑背后的自

贡发展的缩影，要讲好仙市古镇的故事，必须加强对该镇盐、码头文化的发掘，为景区旅游经济发展更进一步融入自贡文化符

号。这样做一方面保留、宣传了仙市古镇传统文化，加强了当地的乡风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形成了具有自贡特色的风景线，使

仙市古镇能更好的融入自贡文化旅游的发展大局中去。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短视频、互联网 5G 技术、虚拟 AR 等手段与技术来

完成受众对文化资源的体验感。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也给众多旅游景区、文化艺术资源带来一个重要的信号，文化艺术需

要在尽可能满足受众体验感方向上，进行线上展览与传播，更需加大创新力度。要加强仙市古镇地域文化名片的打造，形成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当地品牌，讲好仙市古镇为代表的川南文化故事，才能更好的完善游客旅游体验，提高游客重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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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重视人才引进，加强岗位培训 

仙市古镇在进行乡村旅游发展的规划、管理、经营等方面，都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才参与。首先，通过校企合作

和社会招聘等多种方式引进专业人才，并通过网络交流平台持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整体素质，才能更好适应乡村振兴

的需求。其次，要加强对景区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技能与本领。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参与者与直接受

益者，要发挥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多渠道开展活动，加强对村民的素质、服务、专业技能培训。最后，要加强对当地村民的激

励机制的建立，探索建立村民、游客、政府等主体组成的共生共赢协调机制，吸引外迁农民返乡，从而促进仙市古镇的发展。 

3.4多途径筹措资金，促进古镇发展 

资金是乡村旅游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仙市古镇目前发展资金以当地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缺乏自身造血功能。要改变这

一现状，必须完善资本供给主体。首先，要加强引导龙头企业进入仙市古镇，充分依托龙头企业整合资源能力，增强乡村旅游

发展活力。其次，近年来，国家大力出台金融政策，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解决农村缺乏标准化抵押物的土地改革利好，以

及众多互联网金融产品丰富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等客观条件，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制造了大量优势。最后，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推进与发展，乡村旅游也逐渐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国家也推出了大量支持乡村旅游的有利政

策，仙市古镇要把握好乡村旅游的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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