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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背景下的特色乡村旅游模式选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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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不同类别的乡村旅游资源优势分析后发现 ,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类型乡村旅游模式及

其策略 ,方能有效地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

标 ,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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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istic rural tour ism model based on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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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emp irical analysis of different kinds of resources of rural tourism, the models and types of rural tourism and its

strategy can be taken in line with the local conditions, so that the demands of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with socialism of p roducing

development, wealthy life, polite phenomenon, clean and tidy appearance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can be satisfied and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an be p romot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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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统筹城乡发

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和自然协调发展 ”。

本文在借鉴四川部分乡村旅游景点成功经验的基

础上 ,拟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背景下如何利用各地

的旅游要素、优势或特点 ,因地制宜地整合乡村旅

游资源 ,选择各地适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统筹

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 ,对实现乡村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 ”进行探索。

一、利用城市区位优势与资金优势 ,合理规划

建设 ,人为自觉改造环境 ,发展产业型观光休闲乡

村旅游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

意见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部门都要明确

自身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 ,特别是宏观管

理、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 ,在制定发展规划、安

排建设投资和事业经费时 ,要充分考虑统筹城乡发

展的要求 ,更多地向农村倾斜。”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城

市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 ,据 2005城市可持续发

展南宁国际会议资料显示 ,我国 100万人以上的特

大城市已有 49个 , 50万至 100万人的大城市有 78

个 , 20万至 5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 213个 , 20万人以

下的小城市 320多个。在这些城市间 ,以特大城市

03

3 收稿日期 : 2007 - 10 - 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项目“发展乡村旅游、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主持人 :黄大勇 )

　作者简介 :华杰 (1971— 　) ,男 ,重庆工商大学学生工作部 ,副教授 ,学生处处长。



和大城市发展带动周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格局正日益显现 ,有些特大城市所在区域的城乡

统筹协调发展态势已初现端倪。由于文化、政治、

经济、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 ,以特大城市为中

心 ,乡镇和乡村为连接纽带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将不

断形成相对聚合的城市群 ,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厦泉漳闽南三

角地带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

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

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在这些城市群里 ,处于中

心的特大城市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城市群中的乡村

旅游基础资源的区位优势和中心特大城市相对集

中的政策与资金优势 ,加上成熟的招商引资环境与

资本运作及项目经营管理经验 ,高屋建瓴并富有创

意性地创建产业型观光休闲乡村旅游模式 ,并通过

发展产业型观光休闲乡村旅游促进区域内的城乡

统筹协调发展。

政府或开发商选择产业型观光休闲乡村旅游

模式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在规划和建设阶段就必

须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 ,要从空间场地、交通通讯、

医疗卫生、水电气公共设施配套等方面为项目打好

产业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避免项目发展不久就遭遇

规划或配套设施落后的瓶颈 ;二是要依托专家学者

加大研究力度 ,进行精心策划 ,既保护原生态 ,又形

成新景观。通过提炼整合新旧景观 ,不断增强景区

的吸引力和文化内涵 ,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

观光休闲文化需求 ;三是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

有选择成系统地吸纳企事业单位带项目参与景区

的建设开发。尽量形成和扩大核心产业规模 ,拓展

延长与核心产业有关的产业链 ,多开发与核心产业

有关的产品项目 ,多生产提供与核心产业有关且附

加价值高的商品 ;四是要注意旅游服务的规模和档

次布局。要有意识地发展满足不同消费水平和消

费类型的游客的消费需求。要既不贪大求贵 ,价格

过高 ,又不低水平重复建设 ,造成景区内严重同质

化的恶性价格竞争。

二、依托民族文化 ,保持民俗特色 ,整合乡村优

势 ,发展参与体验型文化原生态乡村旅游

纵观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 ,没有民族

的就没有世界的 ,越是民族的就越可能成为世界

的 ,越具独特民族特性的事物就越有生命力。人们

旅游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希望

暂时脱离自己的现有的生活环境与模式 ,去见识和

体验一些不同的文化 ,感受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 ,

并在体验和感受这种差异性过程中放松身心 ,学习

知识 ,享受旅游的快乐。在这类旅游中 ,游客所到

之处的所见所感与自己日常生活原有模式与感受

的差异越大 ,景点的吸引力就越强 ,游客的收获就

越丰富。中国有 56个民族 ,其中不少少数民族千万

年来由于独特的生存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 ,形成了

自己民族非常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民族特色与文

化 ,为我们依托独特民族文化和民俗特色 ,整合乡

村文化优势 ,推进参与体验型文化原生态乡村旅游

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性资源。

要发展参与体验型文化原生态乡村旅游 ,一是

旅游点必须确实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物质文化基

础 ,而且承载这种民族文化的旅游物质文化资源在

具有独特性的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完整性和量的规

模 ,以满足接待游客基本的空间场所需要。其次是

要有推广和展示这种独特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的条件和途径。第三是当地政府与原住地村民要

规范和克制自己的旅游接待行为及节奏 ,处理好民

族传统文化与民俗特色旅游物质资源的保护同规

模化进行旅游产业开发之间的矛盾 ,避免杀鸡取卵

的破坏性开发或掠夺式的过量接待游客对特色旅

游资源造成损毁。第四是要在尊重本民族传统文

化 ,维护本土传统文化严肃性与本土旅游资源原生

态的同时 ,根据社会进步和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 ,

不断革新展示、宣传、推广自己旅游景点的方法与

途径 ,既要避免参与体验型文化原生态乡村旅游沦

为谄笑迎奉的无尊严的“风尘美女 ”,也要避免参与

体验型文化原生态乡村旅游成为躲在深宫自恋自

艾的“绝色公主 ”。

三、开发革命遗迹景点 ,弘扬革命文化内涵 ,利

用政策扶持优势 ,发展宣教型红色文化乡村旅游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乡村占了中国绝大部分

面积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反抗压迫、反抗剥削、追

求解放的革命和起义都由农民发起并发生在农村 ,

为广大乡村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迹。尤其是中国

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具体实

践相结合 ,创造性地开展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

全国革命斗争胜利的过程中 ,更是将众多的革命遗

址如夏夜繁星般地撒播在了广袤的乡村大地上。

为我们开发革命遗迹景点 ,弘扬革命文化内涵 ,发

展宣教型红色文化乡村旅游提供了丰富的旅游基

础资源。

近年 ,党中央、国务院也从政策上加以扶持 ,把

(下转第 10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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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1)比较注重规模企业对于经济和就业的影响。

规模企业在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作用巨大。当时

日本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 ,并且在一些

产业中设置进入壁垒来阻止非规模企业的进入。

(2)注重劳动者素质的培养。在全国实施义务教

育 ,对农民实施职业教育 ,为其就业提供保障。日

本在战后大力发展教育 ,提高国民的素质 ,并且注

意专业教育的发展。 (3)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

可以通过城市来吸收 ,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发展现

代农业来解决。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日本政

府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同时积极在

农业方面引进外资 ,大力推广科技、机械的应用 ,从

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促进了

其农村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中国 ,特别是作为城乡统筹发展实验基地的成

渝地区 ,也可从三个方面借鉴日本的就业政策 : (1)

充分发挥规模企业对就业的巨大作用。日本通过

对规模企业的扶持 ,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而解

决了众多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这值得成渝地区

学习。 (2)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

素质。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职

业技能和文化水平较低 ,无法适应工作的需要。因

此加大农民的职业培训和知识文化教育是目前成

渝地区的当务之急。成渝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 ,可

以通过三三制原则 ,即农民出资 1 /3,政府出资 1 /3,

企业出资 1 /3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这样使政府的

财政负担不至于过重 ,另一方面企业比较容易找到

合适的工人 ,而农民可以迅速的找到工作 ,节约了

企业和农民的交易成本。 ( 3 )在推进工业化的同

时 ,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农村劳动力要转型一

方面是通过大力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转移 ,吸收农

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农村的

投资力度 ,在农村推广科技、机械的应用来推进现

代农业的发展 ,提高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促进

农民在农村地区转型 ,即进行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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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红色旅游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进行部署 ,大力支

持红色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2005至 2006年 ,

国家在国债资金中安排了红色旅游专项资金 11亿

元 ,支持 101个红色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国家

旅游局也规划到 2007年争取有 50个“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 ”,年接待规模达到 50万人次以上 ;到 2010

年争取有 8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年接待规模

达到 50万人次以上 ,实现红色旅游产业化。2006

年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对江西、湖

南、陕西、四川等 11个省 (区、市 )及井冈山、韶山、

延安、广安等 7个红色旅游重点城市进行的跟踪统

计和抽样调查显示 , 2006年红色旅游接待总人数达

到 13 405. 8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 525. 28亿元。

从瑞金到韶山 ,从延安到广安 ,从红岩村到西柏坡 ,

红色文化休闲观光宣教型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 ,成

为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一个助推器

发展宣教型红色文化乡村旅游首先要积极争

取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依托并挖掘整理当

地的红色旅游资源 ,提炼出具有景点独特性的革命

遗迹的红色文化内涵 ,形成景点鲜明独特的看点 ,

并建成展示这种文化的物质场所与载体。其次 ,要

尽量与周边其他的旅游景点联合起来 ,最好是与就

近的红色旅游景点联合起来 ,由点成线 ,通过线上

景点类型和数量的增加来丰富景点的内涵 ,提升旅

游线路的宣教效果。第三 ,要尽量开发好旅游服务

环境和具有本景点特色的旅游纪念产品。虽然这

类景点具有红色文化宣教特点 ,但绝大多数游客对

基本的吃、住、行、玩、购还是很看重 ,要挖掘景点自

身的红色文化内涵 ,推出有自己特色的服务种类与

旅游纪念产品来提升景点的吸引力和亲和力。

(编辑 :弘 　流 ;校对 :段文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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