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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南充市顺庆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 

张静
1
 

（西华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最关心的大事。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南充市顺庆区在 2017

年提出农旅融合发展之后，各个乡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在顺庆区，不同乡村的现实特点深刻影响着当地农旅融合的

方式，有的需要凭借自然禀赋打造田园风光，有的需要挖掘、整理并发扬当地的文化底蕴，使之呈现在景区视觉中。

顺庆区各乡镇村容村貌的改变、生态环境的优化提升，既满足了顺庆城区居民近郊游的需求，也极大地提升了当地

乡村的经济发展。通过研究李家镇和渔溪镇近年来农旅融合的发展现状，分析顺庆乡村在农旅融合方面存在的困境，

总结出农旅融合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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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聚焦在“三农”领域，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关于乡村振兴，中央 1号文件在

2016 年首次提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直到 2020 年该文件再一次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加快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 

乡村旅游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性，风格乡土性、地域异同性、行为多样性。在乡村，人口密度和开发强度较低，人们保持着传

统的生活方式，游客们除了欣赏自然风貌与田园景色之外，重在体验乡村的民风民俗、农家生活和劳作形式。据调查，2019 年

我国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超过 30 亿人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次一半以上，乡村旅游总收入 1.81 万亿元，直接带动吸纳就业人

数 1200万人，带动受益农户 800多万户。此外，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

需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绿色生态理念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有效回应。 

在南充市顺庆区，乡镇游客增多，城市居民近郊游出现热潮，政府决策者紧抓绿色经济增长点，大力举办乡村旅游节，以旅

游业作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推进器，发展壮大旅游经济，带领顺庆区乡村旅游业走向高质量发展。 

1 南充市顺庆区的概况 

南充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嘉陵江中游，是成渝经济圈次核心城市。该市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享有“水果之乡”、“丝

绸之都、“三国文化之源”等美誉，在 2021 年 4 月还被评为中国美好生活十大“舒适之城”之一。南充市有顺庆区、高坪区、

嘉陵区和临江新区四个辖区。2019 年 9月 3日，南充市顺庆区经撤乡并镇之后，目前有 12 个街道 6镇 1乡。顺庆区宜居宜业，

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既是远悦近来的川北重镇，也是南充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占地面积与人口方面，顺庆区地域面积 555.5km2，其中，城市建成区域面积 75km2，乡村土地面积 480km2。根据 2019年顺

庆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末 2020初，顺庆区常住人口 72.1万人，按所在地划分，城镇人口 59.7万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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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口 12.4 万人，城镇化率 82.86%。可见顺庆城区是一个人口密集，工作生活节奏较快的区域，而就近的乡村却是人口稀疏、

生态优美、宁静悠闲、慢生活节奏的乡村。 

2 顺庆区乡村农旅融合现状 

2.1顺庆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的提出 

随着乡村道路的扩建和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顺庆区交通便捷程度大幅提升，顺庆城区到最远的乡村也仅需一个半小时的

车程。城市居民可以自驾游或是乘车出行，一天的时间足够往返两地，近郊游成了城市居民转换生活节奏的首选方案。 

顺庆区当地政府官员发现城市居民偏好近郊游，在 2017年区委六届五次全会上提出了“农旅融合发展”，大力促进各个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于是，顺庆区开始了农业突围战，积极扛起了乡村振兴建设美丽顺庆的大旗，开启了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盘

活农村农业资源的转变。 

2.2顺庆区典型乡村农旅融合现状 

2.2.1李家镇农旅融合现状。 

李家镇是省级小城镇建设试点镇，位于顺庆区北面，距南充市 40余 km，幅员面积 29.8km2，耕地面积 8.7km2。李家镇有“百

年李家”之称，拥有淳朴的民风民俗，脆骨李为其主打农产品，特色有美食锅盔、凉粉等。李家镇的小山村连片，有着连绵起伏

的秀丽山峦，人们可以尽情观赏游玩，近处是纵享闲情雅致的垂钓乐趣，远处是蜿蜒起伏的山峦尽收眼底。在春风送暖百花开的

季节里，李家镇李花、菜花盛开的漫山遍野，生态美景美不胜收。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结合顺庆区农旅融合发展的计划，由南充市人民政府带头，李家镇结合自身特点，采取“花海战术”，

走田园风光，李花节的举办让宁静的村落更加热闹了起来，各村庄的村民和城市居民都来此赏花看表演，游客逐渐增多。当地村

民就地摆摊，售卖自家农产品和小吃，每 667m2李子树也增收了一万元左右。城里的游客来此可以体验农耕文化、民俗文化，还

可以购买传统工艺品，如手擀面、蒲扇等器具。在 2018年 3月的第二届李花节，该镇李子树从面积几千平方米发展到几十万平

方米，全村综合收入高达 80万元。 

2.2.2渔溪镇农旅融合现状。 

渔溪镇位于顺庆区东部，依托着“一江两岸三坝”的地理优势，形成了黄伞坝和元坝子等多个小型冲积平原，在丘区上拥有

一片平坦肥沃、面积近 66.67hm2 的河滩地。该镇的特色产业是李子、柑橘和蔬菜，千百年来，当地居民在水里捕鱼，在河滩种

地，农耕文明与水乡文化源远流长。城里游客来此可以去元坝子，探索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的部落文明，体验当地农民的农耕文

化，还可以在江滩上泛舟和垂钓。 

渔溪镇不同于李家镇的田园观光路线，该镇把重点放在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上。2018 年，在“乡村旅游节”的推动下，该镇

政府以地域文化为核心，依托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资源以及丘区的江滩，采取文旅与农旅相结合的方式，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

态优势，挖掘当地文化内涵，亮出“部落文化、农耕文化、水乡文化”三张文化名片。 

在 2020年 3月 8日举办的第三次乡村旅游节，也是首届嘉陵江原生态旅游节上，渔溪镇的游园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增加了

五彩油菜花、原始部落、露营基地、农耕体验等一批景点，打造了太古岛旅游集散中心；在特色产业上形成沿江蔬菜基地、李子

产业园、瓜蒌产业园和鲜花产业园，吸引了上万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有力带动当地村民的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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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顺庆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顺庆区自 2017年提出实施农旅融合发展战略以来，不仅改善了当地的村容村貌，而且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李家镇和渔

溪镇的农旅融合的成果突显着顺庆区乡村农旅融合的成效，而李家镇和渔溪镇农旅融合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亦是顺庆区乡村农

旅融合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李家镇和渔溪镇分别找准了自身定位。李家镇是以打造田园休闲风光和自然生态景观为主，其农旅融合主要是通过景

观农业来实现的；渔溪镇的农旅融合不仅依赖于自然景观还依赖于其独特的文化底蕴。相比较而言，渔溪镇的农旅融合更具有底

蕴和内涵，游玩与求知的结合，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 

其次，顺庆乡村能够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进行农旅融合，而农旅融合也在环境、经济等方

面给顺庆乡村带来了积极影响。因此，顺庆区不同乡村应该结合自身情况，定位各自乡村的文化特点，以产业打底、旅游增收、

环境氛围营造来协同开发乡村的生态资源，从而让当地的老百姓走上一条农旅融合的致富道路。 

最后，顺庆乡村农旅融合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1)设施方面： 

初次举办旅游节经验不足，筹划不到位；在基础设施方面，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有待完善。 

(2)扶持方面： 

乡村旅游发展的红利必须要让农民享受到；政府需要大力扶持产业，招商引资；单一的家庭经营模式发展潜能不大，需要鼓

励多种农企合作模式的发展。 

(3)宣传方面： 

在活动内容和项目中，体现当地独特的文化元素较少；政府宣传力度还有待提升；举办活动时间较短，活动策划力度较弱。 

(4)效益方面： 

乡村各个经营主体服务意识不强、产业化经营效益较低；旅游节的文化内涵和创意还需提升，否则难以给游客留下深刻印

象。 

4 顺庆区乡村农旅融合的创新发展 

4.1地方政府做好领跑者、推动者、投资者的角色 

地方政府做好领跑者。地方政府承担着振兴地方经济、发展区域品牌的政府职能。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者，要有敏锐的洞察

力，实地调研，发现问题并做好决策。顺庆区的政府官员就是察觉了近郊游的浪潮，从而把“农旅融合发展”写进了工作报告。 

地方政府做好推动者。当地政府作为领头羊，不仅要立足长远，而且要做好统筹规划，实施计划并宣传到位。农村市场的发

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仅靠农民和当地的特产是没有带动力的。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地方产业的成长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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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障，引导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培育优质产品，才能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地方政府做好投资者。在乡村，乡村民宿大多数以家庭经营为单位，形式分散，村民缺乏专业化的服务与培训，销售能力较

弱；基础设施也较差，民宿特色的吸引力不足。此外，不成规模的农家乐和单独的生产经营者能够获得的资金和资源是有限的，

没有品牌效益，很难形成气候。因此，政府需要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上，搭建平台，引进企业，让商家入驻，聚集社会资源。 

4.2突出区域优势地位，避免同质化竞争 

李家镇和渔溪镇在农旅融合发展中做得不错，明确了各自的区域优势，找到了各自的定位，突出了个性和特征。其他乡镇在

借鉴和效仿时，需要注意避免盲目从众，不同乡村应该喊出自己的口号，突出本镇的景区特色。此外，当地政府要有计划地开展

农旅融合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 

顺庆区 2019年的目标是打造“五大组团”美丽乡村示范片，形成五大美丽乡村发展组团，旨在每年建设 1个以上示范乡镇、

20 个以上示范村，持续推动 100 个美丽新村建设。各乡村地区要因地制宜，加强策划包装，打造富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分别打造农旅结合示范区、农业示范区、体验农业示范区、特色农业主题公园、农业产业园区五大美丽乡村发展组

团，整个顺庆乡村形成错落有致、互为补充的旅游业态发展格局。 

4.3突出园区特色，完善配套景观和服务设施的建设 

在保护自然状态的前提下，坚持以“田园里有乡村，乡村里有田园”的理念，贯彻乡镇的统筹规划。在乡村，各农村地区因

地制宜，大力加快建设民生项目，实现便民路户户通和自来水村村通的目标，真正做到“五通下乡”，使乡村成为美丽宜居宜业

的好去处，自然留住年轻人，留住人才。 

农旅融合发展的重点是以农产品产业打底，建设高标准农业基地，完善配套景观和服务设施的建设。以顺庆区潆溪街道板凳

垭村为例，2020 年该村以晚熟柑橘基地为产业支撑，喊出“果海酒村”的口号，增设游园活动以及各项服务设施。在景观设施

上，有观景台、自行车骑行道、荷花观赏园等各色锦绣花园。该产业基地每年接待游客 5万人次，不仅助农增收，还解决了村民

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就业的问题。 

4.4深入挖掘顺庆乡村当地的文化内涵 

顺庆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实施农旅融合发展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当地的古村落、古木名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当地

的民俗文化、美食文化、地域文化，结合优美的生态资源，打造嘉陵江流域的生态文化。 

顺庆作为丘陵地区，区域内地形地貌相差无几。各地举办乡村旅游节，文化元素是很重要的，如果文化渗透力不强，难以给

游客留下深刻印象。李家镇拥有数百年历史文化，可以发扬美食锅盔、民俗文化，使得来此观赏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渔溪镇亦

是如此，该镇在农旅融合+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深度挖掘新石器、水乡渔家、农耕民俗，形成了精品近郊游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乡村振兴效果持续见好，吸引上万的游客慕名而来，游人如织。渔溪镇党委书记陈红平说道：“乡村旅游，看上去比的是自然禀

赋，长远来看，最终还得靠文化。” 

乡村振兴要以保护生态环境来塑形，挖掘文化元素以塑魂。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蔡东洲曾说：“乡村

旅游，重点是环境，核心是效益，灵魂是文化。”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最令人流连忘返。人们只有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有所了解，

才会产生认同感，留住游客的心灵。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原汁原味的乡村美景，还可以探索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游玩散心的同

时，精神也获得了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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