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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 开发：旅游带动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模式 

．对武汉市黄陂区开发乡村旅游产业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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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武汉市黄陂区推行 “四主”开发模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取得初步成效。“四主”开发即政府主导开发、企业主体开发、农民主动开发、行业 

主管开发。这些作法和经验值得在其他地区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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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核心，培育 

支柱产业是关键。近年来，武汉市黄陂区立足区位和 

资源优势，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带领农民致富、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口，探索出了 “政府主导、企 

业主体、农民主动、行业主管”的 “四主”开发模式， 

有力地促进了乡村休闲游产业快速发展。本文结合对 

黄陂区的调查，对加快发展武汉市旅游农业提出初步 

思考。 

一

、 “四主开发”模式 

“四主”开发模式是中共武汉市黄陂区委、区政 

府通过有效的政府组织和市场运行机制，把政府、企 

业、农民和行业主管部门四者联系在一起，共同开发 

旅游事业的一种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其主要内容： 

(一)政府主导开发。即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 

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从两个方面来主导旅游开发： 
一 是规划先行。通过对全区旅游资源的调查，编制《黄 

陂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形成北部木兰生态旅游区 
“

一 线八景”和南部经济发展带 “一线四园”旅游格 

局 (简称北八景，南四园 )。北 “八景”即木兰山、木 

兰湖、木兰天池、古门山、清凉寨、云雾山、天子山、 

木兰水乡；“南四园”即盘龙城遗址公园、长江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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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湖生态农业园、农耕华主题园。同时，对各景区的 

功能定位、发展方向进行明确界定，形成错位发展、 

各具特色的格局。二是打造基础平台。履行 “景区以 

外的事情政府负责”的承诺，着力打造旅游景区、景 

点配套工程，建成长轩岭、木兰2个区域性旅游服务 

中心镇，建成高标准的旅游公路600公里，架设景区 

景点电力线路，使景区电、路、通讯综合通达率达到 

98％以上。三是制定各项政策。区政府出台了 《黄陂 

区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旅游招商、旅 

游扶贫、农民投资旅游及相关产业制定了明确的政策 

规定，并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开发旅游产业捆绑 

在一起，凡是整村推进开发旅游产业的，享受省、市、 

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补贴。四是主导招 

商引资。成立专业性的招商机构，开展网上招商、项 

目招商，对引进的旅游项目进行立项评估、专业把关； 

对项 目开发建设全过程进行组织 、协调 、服务。 

(二 )企业主体开发。就是借助企业资金实力和 

管理经验，由企业主体投资、经营。企业通过政府招 

商进入黄陂市场，在遵循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实行自 

主开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这个方向，全区 

大体形成了三种开发模式：一是联合开发 。企业承 

担主体投资，农民或当地政府以土地形式入股经营， 

与企业按比例分享经济收入。采用这一模式的有木兰 

l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武汉、中部与长江流域发展研究 《长江论坛》2006．4期 总第 79期 

天池、古门山、清凉寨景区。这一模式的特点，在于 

企业可以减少投入成本，集中资金集约开发旅游景点， 

取得快速经营效应。二是租赁开发型。企业一次性或 

按年度交纳租赁费，取得阶段性经营权。采用这一形 

式的有云雾⋯、天子山景区。三是完全产权开发型。 

企业通过竞标或协商形式，一次性购买并取得旅游经 

营完全产权。采取这一形式的，有木兰湖大批旅游企 

业和武湖 “农耕年华”大型主题公园等。目前，在全 

区规划的大型景区景点中，全部由有实力的企业在开 

发经营，同时，与景区配套的中小项 目中也有企业进 

入。在全区旅游建设总投入上，企业投资约占90％以 

上。 

(三 )农民主动开发。在这个模式中，农民既是 

参与者，又是受益者。在政府引导和企业带动下，农 

民普遍以四种形式参与开发：一是以生产资料参与开 

发。北部lIJ区的土地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山场多、 

土地贫脊、产出率低。农民看到旅游开发能在同样的 

土地上产出较好的效益，采取土地人股、土地租赁、 

土地承包和土地出让等形式，纷纷把土地作为资本投 

入旅游开发。二是以人力资源参与开发。景区开发带 

来建筑业、餐饮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大 

批农民就地转入旅游景区的建设和管理，成为旅游开 

发建设的绝对主力。三是以人力、土地、房产和资源 

集约参与开发。一批有头脑、有远见的农民纷纷围绕 

景区或景区沿线集约开发自己的房产、田地、山场、 

水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农家乐”旅游，这些 “农 

家乐”有花果观赏型、休闲娱乐型、花园客栈型和生 

产体验型，与主景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四是以其 

它形式参与开发。如调整农业结构，由传统作物改种 

为景区服务的苗木花卉、⋯珍野味等。有的则围绕旅 

游发展交通运输业、手T制作业，形成多形式、多层 

次参与旅游开发的局面。 

(四)行业主管开发。就是行业主管部门对旅游 

开发经营全过程进行规范、监督、管理。在具体实践 

中，一是对重点开发项目实行跟踪服务。充分发挥业 

务主管部门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对项 目开发设计 

的建筑风格、门窗造型、陈设布置、配套设施、环境 

改造、文化氛围等及时指导帮助。二是强化旅游专业 

培训。将全区范围内的旅游经营企业和旅游经营人员 

纳入培训范围，不接受培训者不得上岗。全区共有 300 

人参加了培训，占旅游从业人员的 90％，特别是去年 

组织的四批 300多人的乡村旅游骨干培训，使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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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乡村旅游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三是建立 

CEP系统，实施标准化管理，在规模较大景区组织开 

展争创国家 A级景区、星级宾馆活动，在规模较小、 

农户为主的乡村旅游业中开展休闲农舍、休闲⋯庄质 

量等级划分与评定 ，制定 “农家乐”开业标准和经营 

规范，开展 “农家乐”评比达标授牌活动。四是统一 

开发旅游销售市场。坚持行业主管部门搭台、企业出 

资的原则，每年组织统一宣传推介活动，避免景区跟 

景区之间、农民经营户内部之间盲目竞争。 

二、初步成效 

通过推行 “四主开发”模式，使政府、企业、农 

民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联系更加紧密，也把各个方面的 

力量引导到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大潮中来，从而使旅 

游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巨大效应。 

(一 )促进了全区旅游业迅速发展。2005年，全 

区建成旅游核心景区7个，建成以乡村旅游为支柱产 

业的乡镇 3个，建成专业旅游村 (湾)8个，各类休 

闲⋯庄和休闲农舍313家。2005年全区接待游客39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亿余元。 

(二)促进了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广大农民以 

多种形式参与旅游经营，使创收渠道增宽、增收潜力 

增长。全区有 5万以上农民直接或间接吃上了 “旅游 

饭”。木兰古门景区的农民，围绕景区开发餐饮服务业， 

2005年人均收入的绝对额增加 2500元。 

(j )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随着 “四主” 

开发模式的成功推广，在黄陂的各大景区周边及公路 

沿线，连片的苗木花卉、茶果、水产休闲基地取代了 

原来的传统种植业。武湖农场更是把发展都市农业作 

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中 

美合资维生种苗、开隆高新胚胎奶牛、武湖农业生态 

园和甜甜现代蔬菜园等集农业、生产、科研、观光旅 

游于一体的农业项目，从而拓展了农业功能，促进了 

农业由单一的生产功能向生产、生态、生活等多功能 

转变。 

(四)促进了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实行 “四主” 

开发模式，通过景区建设及配套的设施建设，架起了 

农村联系外界的桥梁和纽带，特别是乡村旅游把城市 

人口引向农村，带来城市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思想， 

促进了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交流融合。 

(五 )促进了社会各方面力量在农村的聚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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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开发模式把政府、企业、农民、行业主管部门的 

工作重点引导到农村，又通过旅游产品的开发，把国 

有资产、民间资本引导到农村，形成了多方力量在农 

村的集合，为城市支持T业反哺农业开辟了广阔的道 

路。乡村休闲游产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涉及到农村 

一

、 二、__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也关系到农村 

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从发展旅游业带动新农村建 

设的直接效果来讲，突出是带来了四大转变：一是带 

来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黄陂作为一个城郊 

型农业大区，农业人口多、农村经济不发达，但黄陂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境内有武汉最高的山、最大的森 

林植被、最洁净的湖、最多样化的动植物种类，同时， 

境内殷商盘龙城文化、木兰文化、双风亭二程理学文 

化 “_一大文化”源头汇集，这也是黄陂最大的优势。 

推行 “四主开发”模式后，使黄陂的旅游资源优势迅 

速凸现在市场面前，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优势。二 

是带来了农民生产、生活_方式的转变。发展乡村休闲 

游产业，能吸引农民以多种方式参与到旅游上来，使 

农民的身份、农民的生产生活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嬗变。 

许多农民告别传统的生产方式，向与旅游配套的运输、 

工艺制品、餐饮服务业进军，实现 “家庭院落变加工 

车间”，“农户变商户、农民变商人”的转变。三是带 

来了农民由争相外出打工向回乡搞旅游的转变。不少 

外出打工者纷纷返土还乡，或者在旅游景区就近打工， 

或者利用外出打工赚回的钱投资开发自己的旅游产 

业。从投入规模上讲，全区既有投资几千万元开发旅 

游景区的农民打T者，也有数以千计的投资几千元至 

上万元开发旅游产业的农民。旅游产业的开发使农民 

实现了创业观念 、择业观念的巨大变化。四是带来了 

农村村容村貌的转变。过去，农村环境脏、乱、差是 

千百年改不掉的痼疾。随着 “四主”开发模式的推行， 

大部分村湾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方向，在传统落后的农村开展了 “三改”、“三 

通”、“三化”建设，即：改厕 、改圈、改垃圾堆放； 

通路、通水、通电讯；湾前屋后绿化、美化、生态化。 

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村容村貌在保持 

原生态的基础上带来了明显变化。 

三、几点启示 

武汉市黄陂区依托 “四主”模式开发乡村旅游的 

成功实践，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些好的经验和作法 

也值得在全市推广。 

(一 )政府引导是前提。在 “四主”开发模式中， 

政府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轨过程中，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大发展方向的 

确定仍要靠政府来引导。实践中，黄陂区委、区政府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把政府 “作为”放在突出重要的 

地位，通过科学规划、政策引导来调动多方开发旅游 

资源的积极性，从而使农民守着 “青山绿水”到守着 

“金山银水”的梦想变为现实。 

(二)龙头带动是关键。没有龙头带动，孤立分 

散的景区景点就难以有效组织起来，难以形成品牌和 

规模效应。能不能形成龙头带动，是乡村旅游能否走 

向市场、发展壮大的关键。因此，黄陂区坚持把引进 

培植龙头放在突出重要位置，下大力气培植龙头企业， 

打造了木兰文化、盘龙文化 、双凤亭文化 “三张文化 

名片”，建立了木兰IlIJ、木兰天池、木兰古门、木兰湖、 

武湖生态农业园等多个相对独立的龙头景区和长轩 

苓、木兰、姚集__个相对独立的龙头乡镇，并以这些 

龙头文化、龙头景区和龙头乡镇为依托，带动乡村和 

农民广泛参与，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 

条，从而形成了旅游发展的 “火车头”效应。 

(三)突出特色是生命。特色是竞争力，更是生 

命力。黄陂区坚持从实际出发，围绕山水特色、生态 

特色、农业特色、传统文化特色和乡村原生风貌特色 

开发旅游产品，形成特色各异、错位发展的格局，武 

湖的生态观光农业、木兰天池的城市氧吧、清凉寨的 

优美乡村等，都是这些特色产品的真实写照。 

(四 )规范管理是核心。开发乡村旅游，点多、 

面广、线长，特别是农民素质参差不齐，没有统一规 

范的管理，势必混乱无序。在实际]二作中，黄陂区依 

靠行业管理部门，下决心制定各类管理规范，形成了 

相对统一的旅游线路、旅游用语、旅游标识、旅游服 

装、旅游价格，制定了 “农家乐”经营标准、食品安 

全卫生标准和交通安全管理规范，并不断总结和完善， 

树立了黄陂旅游的整体形象，使游客在黄陂吃得放心、 

住得安心、玩的开心。 

【责任编辑 钱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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