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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旅融合发展现状研究 

——以宜宾市乡村旅游发展为例 

肖乾丽 胡月 石朋 赵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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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3） 

【摘 要】：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旅游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宜宾市响应

国家政策，着眼于近郊游，深挖当地乡村产业资源，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提高生态效益，促进农业蓬勃发展，致力

于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推动农旅整合发展，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实证调研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旅融合发展状

况。调查显示，该市农旅融合具有资源多样化、文化底蕴浓、发展潜力大等特点，但也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基础

设施不完善、缺少专业人才和地域特色的问题，应该通过完善经营管理制度、加大专业人才引进、完善基础设施、

挖掘地域文化特色等措施，加快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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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正逐渐成为中国新型旅游业态中发展速度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乡村旅游依托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为吸引

物，把握城市居民娱乐放松的需求和渴望回归自然的欲望，拓宽旅游市场，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乡村旅游在中国兴起已有近

40年历史，从最初的乡村“郊游”，到 20世纪 90年代的农业观光旅游，再发展至今的乡村特色游[1]。目前，在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借助当地独有资源打造乡村特色旅游景点，乡村旅游发展形式主要呈现为“农家乐”、果蔬采摘、农业体

验、民宿等。在十四五规划中，乡村旅游的发展将逐渐面向大众化、专业化、品质化，乡村旅游市场潜力十分巨大，通过多管齐

下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宜宾市乡村旅游资源概述 

宜宾市位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结合部，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交汇处，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中国酒都”“中华

竹都”的美誉。下辖 3区 7县，面积为 1.33万 km2，自然景观可以概述为“七山一水两分田”，总人口 551.5万，其中有苗族、

回族等 39个少数民族，约 10万人，塑造了宜宾市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文化。此外，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3000多年的种茶史

以及 4000多年的酿酒史为宜宾增加了悠久浓郁的文化色彩。宜宾市也是国务院命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积聚了独具特色的长

江文化、酒文化、僰苗文化、哪吒文化、抗战文化、红色文化等[2]。 

宜宾市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广阔，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独特的乡村风光、专业化的农业体验基地、多彩的乡村民

俗风情、地域化的乡村民居建筑、优良的乡村劳作传统，以及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农产品现场加工工艺等(表 1)。近年来，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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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致力于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城郊、老少边贫地区的经济发展。 

2 宜宾市乡村地区农旅融合发展特点分析 

2.1资源多样化 

宜宾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特色的民族文化以及酒文化、长江文化等。宜宾市自然资源

景观主要有翠屏山公园——全国第二大城市森林公园、蜀南竹海——全国最美十大风景区之一、原始古森林群落——老君山原

始森林、险峻俏丽的筠连大雪山、秀美清奇的邱场金秋湖以及城市近郊和景区周边的乡村旅游资源。宜宾市的历史文化主要是长

江文化、酒文化、哪吒文化、抗战文化、红色文化，有传统建筑夕佳山民居、万里长江李庄古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7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1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七个洞崖墓群(东汉)、旧州塔(宋)、大

观楼(清)等 15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3处：五粮液酒传统酿造技艺、江安竹簧、兴文大坝高装文化特色。特色的民族文化主

要是苗族聚居地区的僰苗文化，拥有被称为世界之最、巴蜀一绝的僰人悬棺。这些多样化的旅游资源推动了宜宾市旅游的发展。 

2.2文化底蕴浓厚 

宜宾市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宜宾市的酒文化历史悠远，在不同历史时期，居住在此的各族人民酿制出

了各具特色的历史美酒，例如：在先秦时期，僚人酿制了清酒；在秦汉时期，僰人酿制了蒟酱酒；在三国时期，鬏鬏苗人便用野

生小红果酿制果酒等。宜宾市的竹文化也是历史至今的沉淀，被誉为“绿色竹子环绕起来的城市”，北宋文人黄庭坚曾用诗词：

“壮哉，竹波万里”，道出了蜀南竹海的气魄和雄浑。宜宾市作为长江的起点，在境内的大江文化源远流长，涵盖了龙崇拜、敬

“川主”、修塔镇水、“六渡八帮”码头民俗等。宜宾市的大江文化便是长江、金沙江、岷江、南广河等河流所孕育，延续着其

文化根脉。僰民族是曾经长期生活在宜宾市的少数民族之一，虽然已销声匿迹，但其留下的崖葬悬棺、铜鼓等文物和遗存堪资探

究。宜宾市的茶叶生产历史也有 3000余年，是茶马古道的驿站。 

表 1宜宾市乡村旅游分布情况 

乡村旅游目

的地 

所处

区域 
资源类型 特点 

蜀南竹海 
长宁

县 
自然景观 

世界罕见、中国唯一的集竹景、山水、湖泊、瀑布、古庙于一体， 

同时兼有历史悠久的竹文化、竹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蜀南竹海的植被覆盖率达 92.4%，景区内绿色怡人、空气清新， 

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大氧吧 

七星山森林

公园 

翠屏

区 
自然景观 

悬崖绝壁，山势陡峭，虎踞龙蟠，俯视长江，以森林景观 

和地貌景观为主，山青岭翠，树密林茂 

筠连大雪山 
筠连

县 
自然景观 

有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珙桐 4万多株，有三潭映月、梯子瀑布、 

人间仙境、万马归槽、天然盆景、珍珠瀑布、银针穿线、黑龙潭、 

乌龟戏水等自然景观，有大海子、红军坟、九里十三湾、 

大雪山顶峰、阎王蹁、钱窝子、猴子岩、牛场等 8个自然人文景点 

屏山老君山 
屏山

县 
自然景观 

八仙山大佛、丹霞洞、祖佛台、青姑山、神泉井、大拜台、 

狮象迎宾、老君树、曲径通幽、仙女池、冰雪世界，并残存 11座道教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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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三

塔” 

市区

内 
城市景观 

悠然屹立的白塔、空心密檐八方园锥形砖石结构的黑塔、 

十三重密檐式方格砖塔的旧州塔，三塔历史悠久，是宜宾市重点保护文物 

长宁佛现山 
市区

周边 
自然景观 

休闲氧吧、天然屏障，保持了大自然的原始风貌， 

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一年四季绿树成荫 

金兰花谷 
市区

周边 
农业观光 

66.67hm2的兰花、樱花、茶花、梅花、桃花主题景观，培育、繁育、 

栽植各种苗木花卉 1000余种，四季花香，可开展游园、摄影、写生、露营、 

滑草、篝火晚会、儿童乐园、棋牌、烧烤、夜啤酒等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 

凉姜旅游观

光区 

城市

近郊 
农业观光、体验 

水果种植面积达 1333.33hm2，葡萄、枇杷、李子、 

桂圆、柚子远近闻名。拥有桃花潭、龙凼沟、龙溪谷、 

石锣群等丰富旅游资源，举办桃花节、乡村旅游文化活动 

菜坝生态农

业基地 

城市

近郊 
农业体验 

生态农业及观光，椪柑、脐橙、布郎李芬芳诱人， 

乒乓葡萄更数川内一绝，子均酒香飘万里，青山环抱，曲径通幽 

兴文苗族聚

居地 

景区

周边 

自然景观、人文资

源、地域文化 

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的主要策源地和转战地，民族文化、 

红色文化、地方文化风情浓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兴文石海”， 

其核心景区集世界特大天坑、地表石林、地下溶洞、卧虎景观于一体 

喜捷镇农业

观光区 

城市

近郊 
农业体验、历史文化 

四川名酒红楼梦、萃河老窖的生产基地，茵红李之故乡， 

历史悠久，历来是岷江重要水路交通要道 

赵场花卉基

地 

城市

近郊 
农业观光 

花卉种植面积达 1333.33hm
2
，“川南花卉之乡” 

“四川十大最具潜力花卉观赏地” 

江安红岩村 
老少

边贫 
农业体验 

依托红岩特有的 40hm2百年古柿林，引进种植优质甜脆柿 133.33hm2， 

建设古柿采摘体验区、柿子观光体验园、柿子文化体验园、精准脱贫产业

园，并配套发展规模化土鸡养殖等产业 

 

宜宾市从古至今有很多名人志士在此停留，古代诗人杜甫、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等都在此留下了瑰丽诗文，还有中国

现代学者、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李硕勋等，足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2.3发展潜力大 

从地理位置来看，宜宾市是四川省辖地级市，位于云贵川三省交接区域，与沿海城市相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民风民俗

淳朴、生态环境保持良好。近两年，宜宾市建立了第一个省级新区——三江新区，在加快科教创新、引进现代企业，经济发展方

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宜宾市借助淳朴自然的民俗文化、历史悠久的人文积淀和生态环境良好的自然景观，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虽然宜宾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起步较晚，但是近几年得到了快速提升，在借鉴国内外及周边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和成熟发展模

式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特色的乡村地区，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增加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特色性[3]。政府投入大量资

金、技术支持，鼓励乡村居民返乡创业，促进乡村旅游创新化、规模化发展。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乡村旅游发展政策支撑使得宜宾

市具备了更大的发展潜力，推动了乡村地区农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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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地区农旅融合发展制约因素 

3.1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 

宜宾市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晚，目前还不够成熟。政府通过资金支持、专业培训、技术支撑等政策促进宜宾市乡村旅游的发

展，提高农村居民参与旅游服务。首先，由于文化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大多数基层工作人员和村民基本不具备农旅融合的专业素

质，对于专业化的发展模式掌握不足，不能很好地打造区域特色，推动旅游发展工作。在乡村旅游活动实际开展过程中，如何提

高村民和基层人员的专业素质，积极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是需要不断摸索的问题。其次，在推动农旅融合过程中，如何提升创新思

维，找到适宜的发展方向也十分关键。最后，管理制度的完善至关重要，有助于提高政策的传达和实施，保证工作的有序推进。 

3.2基础设施不完善 

宜宾市在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中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乡村旅游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交通的难题，基本实现了有路可达

的标准，从实际上完成了“最后一公里”。但由于大部分开展旅游的乡村地区都在城市近郊或偏远地区，因此从旅游服务接待中

来看，宜宾市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仍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例如公共交通缺乏、食宿条件

卫生状况差、洗手间少且脏臭、厨房空间小而乱、餐具缺少严格的清洁消毒、停车位不足等。在部分老少边贫地区，交通问题还

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都是制约宜宾市乡村旅游发展的一大因素。要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充分借助农业资源发展旅游，解决农

村地区基础设施是首要问题。 

3.3农旅专业人才缺乏 

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村干部几乎都是当地居民，他们文化程度较低，在旅游发展方面的专业知识相对缺乏。此外，农村地区

“老龄化”问题严重，年轻人大部分外出务工或留在大城市发展，不愿意回农村就业或创业，导致农村地区青年力量薄弱、人才

缺乏。农旅融合发展需要专业人才进行资源打造，而目前宜宾市缺乏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政策鼓励专业人才前往农村从业，导致乡

村地区农旅融合没有得到更具特色、创新的发展。 

3.4缺乏区域特色性 

宜宾市乡村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旅游地比较分散，导致各区域旅游地规模小，且大多是各自经营，资源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目前宜宾市乡村地区的农旅融合发展主要采取采摘、吃农家饭的形式，位置呈零星分布状态，甚至很多是一家一户形成一个点。

其次是各个区域的农旅融合发展重复性较多，没有区域特色，几乎都是以观看基地、采摘、购买、吃农家饭的形式开展旅游活动，

缺乏对农村产业、农村文化的体验，吸引力不足。 

4 乡村地区农旅融合发展对策 

4.1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宜宾市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长时间推进，首先，由政府和专家提出可行性建议，充分挖掘地域农业资源特色，因地制宜，突

出地方资源和文化特色，尽量做到一村一品，保持乡土特色。其次，做好统筹规划，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改善农村地区居住环境，

将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从粗放型向精致型转变。再次，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体系建设，采取措施进行规范管理，打造精品乡村旅游

产品、塑造地方农旅品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最后，要加大农旅发展的资金投入，开展相应的农旅项目，利用“农业+旅游”

发展模式传承优秀的农耕文化，通过体验式旅游让游客深入了解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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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改善基础设施 

近几年，宜宾市农村地区通达能力有很大提升，基本完成了农村公路建设，道路可直达。但大多数乡村旅游地区均以自驾到

达为主，缺少公共交通数量或线路安排。为了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可通过开设新的特色旅游公交线路，增强农村之间的交流和联

系，推动农业资源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乡风文明，带动乡村振兴[4]。其次，完善乡村地区的旅游接待、娱乐和购物设施，例如

农村公共厕所的打造要卫生、干净，停车场的设立应当绿色、环保。 

4.3培育专业人才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引入懂农业、懂旅游的专业人才前往乡村地区就业或创业，留住专业人才，提升农

村地区旅游发展。在难以引进高层次管理人才到乡村地区进行旅游研究与管理的情况下，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则十分重要。其

次，通过定向培养的方式向农村地区输入专业化的人才，让更多大学优秀人才为宜宾市乡村旅游发展贡献力量[5]。最后，还要注

重对基层工作人员和村民的培训，应定期开展有关农旅融合以及农业发展促进方面的专业培训[6]，把提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素

质作为“培育新农民”的重要内容。 

4.4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乡村地区农旅融合发展要从“农”和“旅”上入手，突出地方特色，开发创新型旅游发展品牌，是提高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关

键[7]。不同区域的旅游经营者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当地资源特色，打造不同主题的农业体验专题村、主题农家院。游客除了

传统的采摘、品尝，还可以通过“认领”的形式参与到农业种植与劳作中，感受农耕的乐趣和艰苦，开展“当一天农民”“做一

回渔夫”等活动，将农业资源与旅游发展、文化体验有机结合
[8]
。宜宾市拥有酒文化、竹文化、茶文化，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

应当找准亮点、倾力打造，做出旅游品牌。 

5 总结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资源是中国的基础资源，借助农业开展旅游，加快推进农旅融合，既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也

是保持农村发展原貌、吸引人才返乡从业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开展相应农旅项目，培育农旅专

业人才队伍，改善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农旅发展管理制度，可以有效促进农旅融合，从而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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