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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市乡村旅游与地方特色农业融合发展研究 

周秀桥 刘政伟 赵可盈 朱盼 付涛
1
 

(武汉轻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在国家乡村振兴的政策和社会文化旅游发展的形势下,武穴市的乡村旅游和地方特色农业融合发展

对于乡村发展,县域振兴有着重要意义。随着近几年国内旅游需求升级,传统单一旅游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需

要。由于旅游业和地方特色农业的高度关联性和相似性,武穴当地对乡村旅游和地方特色农业进行融合发展有着必

然要求。本文试从二者融合发展当下存在的现状及问题出发,通过纵向和横向两种模式,提出加强规划引领,建立融

合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增强融合创新、挖掘地方特色,打造精品项目、加大营销推广,塑造地域品牌等四条建议,助

力武穴市旅游行业全面关系网的形成,推动武穴市乡村旅游与地方特色农业融合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动当地

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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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乡村旅游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

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当地产业升级。同时地域特征鲜明、人文底蕴深厚的地方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对于当地产业经济

持续增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因此加快推进乡村旅游与地方特色农业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推动武穴市经济发展,

带动广大农民脱贫致富。 

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农旅融合发展是一步重要的举措,当然与此相关的文献研究更是不胜枚举。高瑞国、李梦海等人提出将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引入现代农业,推动农业生产与生态休闲旅游深度融合,由此实现农业景观化、景观生态化。王洋、程

显军将重点放在农旅融合对农民就业创业的影响上,指出农旅融合发展造就的新农业旅游模式能够对农民的再就业、创新创业以

及乡村振兴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秦敏在研究中表明,农旅融合发展对于系统的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乡村振兴起着很大的积

极作用。廖杭萍、孟铁鑫则根据乡村振兴的大背景,创新性的提出了促进农旅融合发展的四种模式——即“旅游+”农业科技、

生态观光、乡村文化和农事体验型。徐万忠强调在农旅融合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价值、空间、政策及生态的四维尺度,以此来保障

美丽乡村的建设。蔡安青以永修为例,在其自身发展条件和特点基础之上,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为其制定了“1+2+3>6”的远景规划,

阐释了农旅融合的意义所在。方萌、陈苓苓以武穴市梅川镇为例,研究乡村振兴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案,在政策方面建议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强化产业基础、提升农民就业能力等,使武穴市梅川镇的发展最终沿着“富”“美”“特”的方向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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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武穴市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于武穴市乡村旅游和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现状,从融合发展角度探寻适应于武穴市

实际的融合发展模式和路径。 

1 武穴市乡村旅游与地方特色农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1.1武穴市乡村旅游和地方特色农业发展现状 

1.1.1国家农旅融合政策 

2018 年 10 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印发的《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 年-2020 年)》中提出“鼓励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建设”,加大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配套政策支持。武穴市委、市政府在编制《武穴市城乡总体规划》中,提

出特色镇规划,挖掘全市镇处农产品优势及生态景观文化旅游资源,加大扶持产业发展力度,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产”的发展

模式,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1.1.2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在国家大力政策支持下,武穴市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氛围,从工业城市向旅游领域转型,布局全域旅游,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9年武穴市旅游总收入达到 26亿元。武穴市有着丰富的山水资源,在传统旅游模式之上,结合本地农

业特色,推出了一系列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采摘、休闲农业等形式的农业旅游活动。 

1.1.3农旅融合项目建设 

武穴市经过几年来的投资和建设,已经精心培育了四大农旅融合项目—湿地慢城、油菜花海、匡山西游、美丽乡村。武山湖

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建成标志着武穴已经在实现全国首个湿地慢城的目标的道路上。武穴市为了更好的利用地方资源,着力打造了

“中国油菜之乡—美丽武穴乡村游”品牌,带动了乡村旅游流量。同时武穴作为佛教文化圣地,结合禅宗文化与匡山旅游资源,打

造了“匡山西游”的文化品牌,增添了本地旅游特色。 

1.2武穴市乡村旅游与地方特色农业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1.2.1产业规划缺位,融合发展不足 

武穴市旅游业发展虽有一定成绩,但无论是综合竞争力、城市发展竞争力以及旅游形象的竞争力,在湖北县域城市中均处于

落后状态。武穴市乡村旅游发展基本上是以个体企业、农户自主开发为主,缺少龙头性企业,没有有效整合旅游资源,未能形成乡

村旅游产业体系。其次,武穴市的乡村旅游投资主体能力有限,对于农旅融合产业布局,缺少整体规划,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1.2.2品牌形象模糊,宣传力度不足 

特色农业产品的宣传推广不够,在市场宣传方面,主题不够突出,效果不够明显,不足以形成鲜明的旅游“个性”。特色农业

产品品牌形象不突出、品牌宣传力度不足制约着武穴市乡村旅游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地方特色农业产品形象因为不够突出,直

接降低了对地方特色农业产品的品牌识别度以及旅游城市的认识度。特色农业产品品牌宣传力度不足,虽然在春节和节假日期间

在旅游网站、互联网平台上进行了一定的宣传,但是宣传的深度不够,缺乏深度宣传以及持续性宣传。 

1.2.3政策支持乏力,扶持力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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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旅游规划、宣传推介、资金投入、组织保障等方面给予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大,乡村旅游景区(点)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

滞后。在城市发展战略上武穴市采取的是“工业立市”战略,导致本级财政预算旅游专项资金少,且旅游企业自身投入极为有限,

没有用于乡村旅游开发与建设的专项资金,这些都制约着武穴市的旅游发展。 

2 武穴市乡村旅游与地方特色农业融合模式及路径选择 

2.1武穴市乡村旅游与地方特色农业融合的模式 

从纵向上看,在乡村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等不同的生产消费环节,加深特色农业的内涵,使特色农业的特色,特色文化融入整

个乡村旅游中的各个环节,不仅将资源最大化利用,同时使之拥有更多的附加值。武穴市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过

程中,从纵向融合的角度推动着特色农业与旅游产品的设计、文化旅游发展等方面。 

从横向上看,两个产业之间有着较强的互补性,密切性,融合之后可以形成新的产业局面,增强乡村旅游的文化属性,同时可

以重点突出武穴市乡村旅游的独特性与参与性,丰富乡村旅游内涵以及旅游产品种类。从特色产品、特色农业、特色活动等文化

种类上进行旅游产品融合。 

2.2武穴市乡村旅游与地方特色农业融合路径选择 

2.2.1立足规划引领,建立融合机制 

武穴市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一是政府重视且完善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

划。为了更好的实现特色农的与旅游融合,政府可以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制定好相应规

划。二是加大对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的政策支持,尤其是财政政策,出台有利于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的招商政策。

三是政府需要建立一套属于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反馈机制。将本地区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进行汇总并及时反馈,政府与企业一起商讨,提出解决方案。 

2.2.2加大资金投入,激励市场创新 

武穴市在以后的融合发展中,可以加大资金投入,同时做好市场驱动进行一定的市场引导。在市场驱动方面,我们可以打造多

元融合发展模式,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不仅可以在基础的产业上做相关的融合,也可以在资源,产品等方面进行融合发

展,我们可以在产品创意,文化内涵上进行多元融合;同时加强对资金的引导作用,参与市场引导,形成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吸引

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外部资金投入市场发展中来,激励市场创新。 

2.2.3挖掘地方特色,打造精品项目 

武穴市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第一充分挖掘特色农业背后的文化内涵,打造本地区特有的

文化特色;第二,打造旅游精品,在传统的旅游模式上做进一步的创新,具体可以从特色产品,特色工具,民族演绎等文化种类上进

行创新,突出我们的独特性。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日益增大,大众对于常见的旅游模式以及项目见怪不怪,只有精品旅游才能吸引

到市场的消费者。 

2.2.4加大营销推广,塑造地域品牌 

特色农业是农业旅游品牌的灵魂,地方特色要让旅游消费者从内而外的记住。武穴市融合产业的品牌形象可以从这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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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化:拍摄属于地方特色农业旅游故事的纪录片、宣传片等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传播,加大对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的曝光率;设计有特色农业文化的旅游品牌形象,通过创意理念设计具有文化内涵的个性创意商品、吉祥物,通过这些创意商

品加深消费者对旅游地的印象。 

3 结语 

乡村旅游与地方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是探索新型乡村旅游模式下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加快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推动农村可持

续发展中具有指导意义。地方特色农业作为武穴市的经济建设支柱之一,其与相关产业相互渗透,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动武穴市

经济建设有着重大作用。同时在未来的发展中,武穴市应继续以自身资源为依托,逐步推进融合发展的进一步融合,加大资源开发

利用,以新型创新模式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发展道路,带领武穴人民实现特色致富,产业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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