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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近郊乡村旅游深层次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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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成 都 近 郊 乡村 旅 游 发 展 概 况 

早在 1993年 ，成都近郊各 区县 的农 户就利用优 

美 的田园风光和成片 的林 木花卉 。发展了以 “农家 

乐” 为主体 的乡村旅游 。经过近 十年的发展 ，成都 

近 郊 的 乡 村 旅 游 无 论 在 发 展 水 平 、规 模 、经 济 总 量 

增长 以及发 展方 向等方面 。均 处于 国内领先地位 。但 

是 ，由于缺乏 合理 规划和正确的引导 ，成都近郊现 

有 的 乡 村 旅 游 产 品还 处 于 低 层 次 的 经 营 水 平 上 ，主 

要表现为 ：以家庭个 体小规模经营为 主 。缺乏竞 争 

力 ；旅游 产品质量低 、类 型单一 、低层次重复开发 ； 

旅游活动项 目千篇 一律 ，仅仅停 留于吃农 家饭 、喝 

茶 、聊天 、打牌 、打麻将 、唱歌、跳舞 等常规活动 ， 

缺乏知识性 、趣 味性 和参与性 ；旅游经济 收益也 不 

高 ，旅游收入 几乎 只来 源于餐饮 服务 。这种低层 次 

的乡村旅 游产 品不但 降低 了乡村旅 游 的综 合 收益 。 

而且 破坏 了潜在 的旅游 市场需求 ，严重影 响乡村旅 

游 的 发 展 前 景 。 因此 ．必 须对 现 有 乡 村 旅 游 产 品进 

行 深层 次开发或者是更新换 代 。才能满足游客 的多 

层 次需求 ，保证成都近郊 的乡村旅游 持续的 向更高 

层 次 发 展 。 

二 、成 都近郊乡村旅游深层次 开发 思路 

1．适 当减 少常 规 农 业 比 重 

近 郊 乡 村 旅 游 开 发 ，应 适 当 扩 大 花 木 种 植 面 积 ． 

构建 以花木 、果蔬 、特种养殖 为主体的乡村旅游 区。 

2．充 分 挖 掘 农业 文 化 和 乡村 民俗 文 化 ，提 高 乡 

村 旅 游 产 品 文 化 内涵 

3．完 善 基 础 设 施 和 旅 游服 务设 施 ，提 高服 务 质 

量 

4．以 市 场 为 导 向 。 以提 高 经 济 效 益 为 目标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应 注 重 提 高 产 品 的 文 化 性 、趣 

味性 、参与性 和 系列性 ．大力开发 以观光 、休 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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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游乐 为主题 的系列乡村旅游产 品。 

5，依托邻 近 自然、文化旅 游资源 ，开发 复合型 

旅 游 产 品 

6．近 郊 乡村旅 游应 依托 有 经 济 实力的 高科 技 

农 业 生 产 基 地 及 龙 头 企 业 

在 稳定现有家庭 个体小规模 经营基础上 。适 当 

依托 有较强经济实力 和市场竞 争力的高科技农业生 

产 基 地 或 龙 头 旅 游 企 业 带 动 乡 村 旅 游 向 适 度 规 模 

化 、 产业 化 方 向发 展 。 

三 、 乡村 旅 游 产 品 类型 及 项 目设 置 

旅 游 产 品 及 项 目设 置 是 旅 游 区 开 发 的 核 心 因 

素 。它 关系到旅游 区开发 的成败 。成都近郊乡村旅 

游在深层 次开发过程 中。必须依托 乡村古朴秀丽 的 

乡村环境 和各类农 业资源 、农耕 文化 、乡村 民俗风 

情 ，针对 客源市场需求状况 。开发一些趣 味性高 、参 

与 性 强 、 文 化 内 涵 丰 富 的新 型 旅 游 产 品 和项 目 ．才 

能赢得广 阔的客源市场 ．保持长 久不衰 的生 命力 。 

根据成都近郊 资源环境情况 。成都近郊 可以开 

发 以 下 类 型 的 乡村 旅 游 产 品 和 项 目： 

1．观 光 型 乡村 旅 游 

观光活动 以大 片生 态粮 田、特色蔬菜 、花卉 苗 

木 、乡村农舍 、溪流河岸 、园艺场地 、绿化地 带 、产 

业化农 业园 区、特种养殖业基地 、邻近 自然 、人文 

景 观 为 主 要 内容 。 

2．休 闲 型 乡村 旅 游 

成都 近郊休 闲型 乡村旅游产 品的活 动项 目应该 

在保持现有 的棋 牌 、歌舞 、体育 、垂钓等 常规休 闲 

娱 乐 活 动 的 基础 上 ， 以 乡村 特 有 的 民俗 文 化 、 农 业 

文 化 为 主要 内容 ，开 发 一 部 分 新 型 旅 游 品 。 可以 

将 乡村居 民的生 产 、生活场景 、器皿工具 、房 屋建 

筑 、 屋 内陈 设 、饮 食 、服 饰 、礼 仪 、节 庆 活 动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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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 习俗 以及舞蹈 和语 言等方面的传统特色纳入休 闲 

型 乡 村 旅 游 产 品 的 开 发 中 ，甚 至 揉 和 到游 客 的旅 游 

活动 中去 。这些 文化底蕴丰厚的 民俗文化休 闲旅 游 

产 品 将 极 大 地 丰 富旅 游 活 动 的 内容 ，并 受 到 游 客 的 

欢 迎 。也 可 以 利 用 乡 村 适 宜 条 件 开 发 乡 村疗 养 、旅 

游 漂 流 、标 本 采 集 、习 艺 、动 物 逗 趣 、 动 物 狩 猎 等 

特色 乡村休 闲旅 游产品 。这些特色产 品将增 强乡村 

旅 游 对 游 客 的 吸 引 力 ，增 加 游 客 在 目的地 的 逗 留时 

间，为当地旅 游业 的发展带来可观 的经济效益 。 

3．体 验 型 (参 与 型 ) 乡村 旅 游 

成都近郊体验型乡村旅游 主要 与 当地农 业生产 

和民俗 文化相结合 ，开发一些简单轻 松 、丰富有趣 

的农 业劳作活动和 民俗 活动供游 客参与体验 。如参 

与民俗活动 、种花栽树 、修剪 花木 、除草施肥 、挖 

地种 菜、采摘瓜果蔬菜 、趣 味捕 鱼捞虾 、放养小动 

物 、 学 做 乡 村 风 味 小 吃 等 。还 可 以 根 据 游 客 的情 趣 

爱好 推出一些体验型 活动 ，如设计制作各类 工艺品、 

制作 针织品 、插花 、盆 景、花卉装饰等体验活动 。 

4． 度 假 型 乡村 旅 游 

可 以利用成都 近郊 乡村优美 安静 的环境 和种类 

多样的农业 园区．建立 家庭农 园 、少 儿农庄 、银 发 

族农 园 、残疾 人农 园 、自然修养 村等主题农 业园区 ， 

提供完善 的旅游 服务 设施 、娱乐设施 和体验性农业 

劳作 项 目，供各类游 客进行乡村度假旅游 ，与农 民 

共同生活 ，体验 乡村生 活的质朴淡雅 ．体验耕种 收 

获的喜悦 。 

5．游 乐型 乡村旅 游 

游 乐 型 乡村 旅 游 主 要 是 开 发 各 类 型 主题 农 业 游 

乐园 ．供游客参观 游览 、进行 参与性活动 。如 开发 

以农 业 文 化 为 主题 的农 业 游 乐 园 ，在 其 中设 置 风 车 、 

水磨 (石磨 )、古老 的手推小 车、脚 踏水 车 、石 臼、 

马 (驴 )拉磨 、织 布木机 、犁耙锄镐等多种多样 的 

农业生产工具 ，通 过图示 、文字和现代声像设备解 

说古老 的农业文化 和农业 历史 ，开展水磨磨 米面 、水 

车 灌 溉 、石 臼舂 米 、 木 机 织 布 、人 工 编 织 、手 工 刺 

绣、简单农具制作 、陶制品制作 等农业生产体验 活 

动 。让游客在丰 富有趣 的旅游活动参与过程 中了解 

中 国 博 大 精 深 的农 业 文 化 和农 业 历 史 。 

6．商 务 会 议 型 乡村 旅 游 

成都近郊离市 区近 ，交通方便 ．环境 幽雅清静 ． 

现在 已 有 很 多 游 客 利 用 乡 村 环境 开 展 商 务 、会 议 活 

动。应该抓住这一有利市 场机 遇 ，完善乡村旅游点 

的商 务会议设施 ，提供优 质周 到的会议服务 ．开展 

商 务 会 议 型 乡 村 旅 游 。 

7．品 尝 型 乡村 旅 游 

乡村有丰富的食 品资 源，可 以将 乡村食品资源 

与美食 文化结合 ．开展 以绿色特 色食品为主的果 品 

品尝 、特色风味小吃 品尝 、健康保健食 品品尝 、绿 

色 生 态 食 品 品 尝 、野 菜 品尝 、特 种 禽 畜 菜 肴 品尝 、烧 

烤美食 品尝 等美食旅游活动 。特色食 品应该 以绿色 

营 养 、色 香 味 俱 全 、原料 独 特 的 乡 村 食 品 为 主 。如 ： 

花卉 食品 (饮 品、糕 点)、花粉食品 (包括花粉饮 品、 

糕点 、菜肴 、糊羹 、糖果 、药酒)、野菜食品 、水果 

食 品、土特产 、珍稀禽畜 和水产 佳肴 。品尝方式可 

以是 农 户 提 供 的餐 饮 服务 的 内 容 之 一 ，也 可 以建 立 

特 色小吃一条街或特色小 吃品尝区 ，方便游客 到此 

参 观品尝各种各样 的特色 食品 。 · 

8．购 物 型 乡村 旅 游 

在心情愉悦 的进行 了娱乐活动后 ，游客 总希望 

带 一些旅游纪念 品或乡村土特产品 回家 。洁净新鲜 

的特色蔬菜 、稀有 的珍稀 禽畜和名贵水产 、美 丽花 

卉 、别 致 的盆 景 、 风 味 独 特 的 土 特 产 、工 艺 精 湛 的 

手 工 艺 品 、古 朴 雅致 的 古 玩 字 画 、设 计 独 特 的旅 游 

纪念 品都 为开 展购 物型 乡 村旅 游提 供 了丰 富 的资 

源 。应 该 在 旅 游 活 动 集 中 区域 建 立 一 些 乡 村旅 游 商 

品销售摊点或集 市 ，方便 游客购买各类 乡村旅 游商 

品 。 

9．研 修 型 (求 知 型 ) 乡村 旅 游 

研 修 型 乡 村旅 游 是 指 以考 察 研 究 先 进 农 业 、 特 

色 农 业 或 农 业 文 化 、学 习农 业 技 艺 为 主 的 乡 村 旅 游 。 

可 以通 过 农 村 留 学 、参 观 考 察 、教 育 培 训 等 多 种 形 

式 ，开展农业 文化考察、特色农业考察 、农 业技术 

培训 、花 木栽 培装饰培训 、工艺 品制作 培训 、农业 

知识学 习等研修 型乡村旅游活动 ．发挥 乡村农 业的 

教 育 功 能 。 

10．综 合 型 乡村 旅 游 

综 合 型 乡 村 旅 游 就 是 将 各 类 型 的 乡 村旅 游 产 品 

集 中于一 体进行 开发 。例如 ，按 照公 园的经营思路 ． 

建设果 品、水 稻 、花卉 、蔬菜等专业性 的生 态农业 

公园 ．园内规划服务 区、景观 区、活动 区．将农业 

景观 的观 赏 ，果蔬 花卉的采摘 、品尝 以及与农作物 

有关 的品评、写作 、绘画 、摄影 、体验 、竞赛 与季 

节 、庆典 活动融为一体 ，把农业生产场所 、农 产品 

消费场所 和休 闲娱乐场所结合于一体 ．吸引众 多游 

人 进 行 各 类 旅 游 消 费 活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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