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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部丘陵地区田园 

综合体建设——以四川省绵阳市为例
1 

黄静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为田园综合体建设指明了方向，田园综合体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优质载体与有效途径。

准确把握田园综合体的丰富内涵、厘清西部丘陵地区田园综合体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利用比较优势规划建设方案、

整合乡村旅游资源、着力打造村落文化 IP、实施“四轮驱动”发展是丘陵地区田园综合体建设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西部;丘陵；田园综合体;建设 

在 2018年 7月召开的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李克强总理也在会上作出批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
[1]
。面对当前“三农”现状，要实现乡村振兴，可谓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准确找到

工作的突破口和载体尤为重要，而田园综合体建设正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优质载体和有效途径。 

1 田园综合体的内涵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理念，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

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2]。由此可见，田园综合体的关键和核心在于“综合”。 

1.1 田园综合体是一种乡村综合 

发展模式 

其重点在于“综合体”，是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综合体,是“一揽子”解决方案，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综合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它不同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单一的乡村经济形态，如观光农业、乡村度假旅游、绿色生态种植、特

色农业等。 

1.2 田园综合体是一个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现代农业是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其主要特征一是广泛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由顺应自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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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觉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由凭借传统经验变为依靠科学，成为科学化的农业，使其建立在植物学、动物学、

化学、物理学等科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二是把工业部门生产的大量物质和能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以换取大量农产品,成为工

业化的农业;三是农业生产走上 T区域化、专业化的道路，由自然经济变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成为商品化、社会化、自然生

态循环的现代农业；四是在农业中导入了文化元素、旅游元素，使农业及农产品更具有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旅游价值。 

1.3 田园综合体是一二三产业共生融合发展的 

现代产业集聚区 

它不仅是一个现代农业科技园区，还包括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加工、旅游产品的创意设计、高科技产业、康养、养老地产、

旅游地产、金融、医疗、学校等现代加工业和服务业，实现三个产业融合发展。 

1.4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 

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 

它有别于特色产业小镇。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建有特色产业小镇，城市和农村的边界已十分模糊，如美国的因特

尔小镇、德国的奥迪小镇等。中国特色产业小镇建设已拉开序幕，具有代表性的如杭州云栖小镇、成都菁蓉小镇等，计划 2020

年前我国将建 1000个特色产业小镇。田园综合体的特色小镇与特色产业小镇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二者地域不同。特色产业小

镇是在一个“镇”上，有“城市”特征，一般距中心城区 50km 以内，而田园综合体一定在“田园”之中，有“乡村”的特征,

不一定在“镇”上。二是产业结构有所不同。特色产业小镇，产业重点在“特色”上,不一定包含农业，而田园综合体一定要包

含农业产业。三是主体不同。特色产业小镇的主体是从城市中心迁出的企业，是科技、文化创意、金融方面的人才，而田园综

合体的主体是企业和农村合作社、村民。 

1.5 田园综合体是一种新型乡村社区 

它不是单一的产业发展区,而是生态优良、环境优美、关系和谐、交通便利、通讯畅通、社会服务功能完备、田园风情浓郁

的新型社区，能充分满足村民生活以及养生养老、旅游和企业发展的需要。 

1.6 田园综合体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交织、融合 

的新文化圈 

城乡文化在田园综合体中交织、融合衍生出一种带有城乡文化特征的新文化，进而形成新的文化圈。这对消除城乡二元文

化，实现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西部丘陵地区田园综合体建设面临 

的主要问题 

2.1 总体规划与策划不足 

调查发现,不重视规划与策划是丘陵地区农业项目存在的通病。其主要原因一是农业项目一般没有严格的审核流程，未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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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项目也可以上马;二是一些投资者来自农村，自认为是内行，要么不进行规划，要么轻易否定专业机构、专家的策划方案;

三是有的投资者假借农业项目题材获取政府补贴,并不是真心做农业项目，自然不重视规划。 

2.2 项目同质化严重 

以绵阳市涪城区、游仙区、安州区及绵阳至江油沿线为例，农业项目类型和业态十分相似。旅游项目基本都是农家乐和休

闲度假村（大农家乐）、体验农业大多为各种采摘（草莓、蓝莓、枇杷）、农业产业化也不外乎是田里种荷花，地里种葡萄，

山上栽核桃。项目同质化是目前乡村旅游亏损、农产品滞销的重要原因。 

2.3 项目低端化明显 

丘陵地区农业项目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和农业产业化上。调查发现，绵阳很多农业项目投资方是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目的

主要在于土地升值的预期，搞农业产业只是手段，大多项目存在数管理混乱，没有自己的商业模式，项目或产品鲜有科技含量

和文化内涵，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2.4 人才严重缺乏 

田园综合体建设内容丰富,对人才的要求较高。调查显示，西部丘陵地区一是缺乏高水平的项目策划、文化创意、项目管理、

市场营销人才;二是由于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人员普遍年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急需现代农业、加工业方面的技术

人才。 

2.5 村落文化正在消失 

传统村落,又称古村落,拥有较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宝贵遗

产。乡村民居、生活习俗、耕作方式、地方语言、宗族观念等都是村落文化的载体。近 4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特别

是“5•12”灾后重建以来，绵阳的村民大量由分散居住变成相对集中居住。加之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社会流动水平增大，原有

的民居样式、邻里关系、生活方式甚至语言正悄然发生变化。川西民居变成了小洋楼，以前的乡亲、乡情关系变成了业主关系，

以前自给自足的生活,变成了米面肉油都要购买的生活,村落文化正在被淡忘和消失。 

2.6 村社组织功能较为弱化 

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农村党员年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带动能力不强的情况客观存在。有些村社在项目的引进、

土地流转等重大事项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信任度降低等现象，为农业项目的开发

留下了一定隐患。 

2.7 自然条件存在一定局限性 

丘陵地区与山区相比，可利用的、原生态的旅游资源相对匮乏;与平原地区相比，土地分散、地块较小,发展大规模现代农

业的条件较差。 

3 西部丘陵地区建设田园综合体 

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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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丘陵地区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有着良好的基础条件。同山区相比较，有更加优越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同平原地区相比

较，乡村有更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景观元素，田园风情更浓郁、更具有画面感，更有利于开发观光农业、乡村度假、农事体

验等项目。立足西部丘陵实际，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 高度重视规划与策划，实行“一村一策” 

田园综合体建设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影响长远，规划与策划尤为重要。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

阔，各地地形地貌、自然水土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即使是在同一个地区，不同的乡镇、不同的村落，情

况也不尽相同。因此，策划切忌照搬照抄，必须做到“一村一策”，差异化的策划规划是田园综合体建设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关

键。 

3.2 构建“四轮驱动”模式，合力发展现代 

农业产业 

西部丘陵地区地形地貌制约了现代大农业的发展，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淳朴的民风、浓郁的田园风情，却更适合发展精致

农业、创意农业、绿色生态农业及社区支持农业等现代农业，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乡村旅游、养生养老、创意设计等产业。因

此，在西部丘陵地区，特别是城市近郊，适宜采用“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养生养老+文化创意”的“四轮驱动”发展模式。像绵

阳作为国家科技城，科技资源十分富集，科技人才占比大、科技型中小企业、文化创意企业上万家，他们既是现代农业、乡村

旅游、养生养老的消费者,又可能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参与者。在绵阳周边（30km范围内），可以把田园综合体建设和特色产业小

镇建设结合起来，打造城市和乡村高度融合的有现代科技特色的“田园综合体”。 

3.3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助力产业振兴 

发展乡村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是丘陵地区田园综合体建设的“硬道理”。但目前包括绵阳在内的西部丘陵地区产业发

展存在着盲目效仿和“挤风口”现象，看到人家种荷花，自己也种荷花；别人栽核桃，自己也栽核桃;别人种耙耙柑，自己也种

耙耙柑，导致产品滞销。科学规划产业发展领域和方向是实现产业振兴的关键和前提。规划产业，不能只看眼前，不能仅仅依

据市场需求一个因素来确定自己的产业内容和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要明确“我们能干什么”“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我

们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只有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做好产业规划，才能用我所长，才能有效避免产业同质化,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脱

颖而出，实现产业振兴。 

3.4 坚持因地制宜打造田园社区，助力 

生态振兴 

田园综合体建设包含乡村民居、田园社区、旅游地产、养老地产。在处理建筑物与环境间关系时，一定要构建二者的融入

型关系。田型调整、水系开挖等工程，要尽可能保护原有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不宜大开大挖，有些地方“略加修饰”即可

“斑块”“田沿线’“田冠线”要进行精心设计，尽可能保持原始的美、自然的美;建筑及景观的风格要与田园综合体的整个文

化定位协调,必须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必须是中国的、必须是中国乡村的，让建筑物或构筑物融入乡村美好环境。在绵阳，最好

采用川西民居的建筑文化元素，不宜搞徽派，更不宜搞所谓的“加州小镇”之类的西洋派建筑。 

3.5 挖掘和传承村落文化，打造文化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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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文化振兴 

在村落漫长发展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村落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村落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当代商业价值，

并将其打造成文化品牌和文化 IP,是田园综合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美丽乡村的魂灵所在。在这方面成功案例比较多，如苏州市

吴中区东山镇的西巷村打造成了一个具有文化 IP的“青蛙小镇”。西部丘陵地区有很多值得发掘的村落文化资源，如位于绵阳

市涪城区关帝镇龙坝村 6 组的李家梨园。该园现有梨树 18 棵,树下有“梨园土地’’本境花园土地”等 3 块清代石碑，证明其

为清代梨园。梨树大部分有两人合抱粗,虽然很多树干中空，树皮斑驳，但至今一到春季乃枝繁叶茂，老树着花，生机盎然。有

较高的文化旅游价值,值得挖掘与传承。 

3.6 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整合乡村旅游资源，提高 

田园综合体建设效率 

乡村旅游产业是田园综合体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丘陵地区各级政府十分重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得

到快速发展。绵阳城市近郊及丘陵地区，分布着大量的乡村旅游项目，包括大大小小的农家乐、观光农业项目、乡村度假项目，

如涪城区“杨关产业带”上的杨家镇团阳寺村的原香•国际香草园、万和村的万亩葡萄种植体验园、关帝的“蚕桑产业园区一一

天虹丝绸园”，游仙区的“富乐花香”“国际兰花主题公园”“柏林农业产业主题公园”“鹤林绿洲生态园”，江油市的“果

城花香”“爱情谷”等农业主题公园。这些项目大多占地数千亩、投资上亿元，但由于项目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人、或隶属于不

同的行政区划，缺乏宏观上的统一规划布局，加之投资人之间的跟风、攀比等原因，项目业态同质化、产业低端化、投资效益

低下等问题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创新田园综合体建设管理模式。一是应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强化整体规划与布局，

联合建设田园综合体;二是科学整合乡村特色产业和旅游资源，以节约建设用地，减少投入,提高田园综合体建设效率。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为田园综合体建设提供了更好的政治环境、政策环境,而且还为田园综合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

向和奋斗目标。加快西部丘陵地区田园综合体建设，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之需，也是我们义不容辞是职责。由于田

园综合体建设，涉及面非常宽，内容十分丰富，在政策制度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

我们去探讨、实践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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