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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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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五朵金花“为代表的乡村旅游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成都市乡村旅游开发的不足、风险，以及成功、优 

势，提出了成都市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的差异化战略和策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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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农家乐”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代名词。“农家 

乐”是指利用庭院、堰塘、果园、花圃、农场等田园景观、自然 

生态和乡村人文资源，为游客提供以农业体验为特色的观 

光、娱乐、劳动、住宿、餐饮、购物等综合服务的经营实体。成 

都农家乐旅游始于上个世纪 8o年代的郫县农科村(另一种 

说法是：在这之前已经在温江区的农家苗圃开始流行)。经 

过2O多年的发展，截止2005年，全市共有农家乐5596家(其 

中星级农家乐350家)。直接从业人员 5．8万人，年旅游收入 

7．3亿元，年游客接待量2038万人次。全市形成了以吃农家 

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特色，以农家乐、乡村酒店、古 

镇旅游为依托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并逐步形成了集休闲娱 

乐、康体健身、美食购物等要素的乡村旅游业态，成为成都旅 

游的特色品牌。 

一

、成都近郊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现状 

(一)成都市近郊乡村旅游优势分析 

1．政府倡导和扶持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充分 

利用当地农产品和原材料，切实增加了农民收入。为第一产 

业与第三产业的良好结合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建立起两大 

产业间的“以农业养旅游、以旅游促农业”的互动机制，充分 

发挥了旅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有充足的客源保障。都市居民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渴望回归自然、进入乡村的意愿不断 

增强。成都市乡村旅游的开发，对丰富城市居民闲暇生活起 

到了积极作用，满足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在被 

调查的消费者中，关于乡村旅游目的一项，52％的消费者都 

选择了休闲、放松，选择沟通交友、缓解工作和学习压力的占 

44％。此外，在是否经常到“农家乐”休闲的选项中，选择 

“是”的占63％。这反映出城市居民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对 

乡村旅游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 

3．成都近郊乡村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条件。自古 

以来。成都就是我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素来就享 

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再加上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自然 

风光，悠闲的人文环境和乡村良好的区位优势，使得成都发 

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 

4，政府统一规戈IJ，统一设计，旅游产品中有形产品质量 

有所提高。提供一个看似乡土的地方打牌、钓鱼，任意一栋 

看来或古朴或乡土的房屋大门挂上“某某休闲庄”就开门纳 

客，这种操作简单的休闹度假型乡村旅游“农家乐”吸引了许 

多想亲近乡村的都市人。而成都乡村旅游与之最明显的区 

别在于它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管理，基础设施有了很 

大的改善，道路不再是以往的机耕小道，解决了乡村旅游中 

出行难的问题。房屋也经过了统一设计，大多以川西民居和 

木头小屋为主。有形产品比其他农家乐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成都市近郊乡村旅游问题分析 

1．产品结构、服务模式单一。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成 

都乡村旅游迅猛发展的背后，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最主要就 

是类型单一、低层次重复开发严重。吃饭、打牌、钓鱼，旅游 

活动项目千篇一律。 无论是桃花节、梨花节，还是菜花节最 

后都变成麻将节 在被访者中，62％的人员在乡村旅游时的 

消遣方式都只是棋牌娱乐，35％的人是聊天、散步，只有3％ 

的人是垂钓。其实，并不是大家只喜欢棋牌。而是因为除了 

棋牌以外，再没有更好的娱乐、消遣方式。更多的人希望除 

了这些活动以外，更能有些有主题的活动，或者说能增长知 

识的活动。比如：有关民俗方面的，有关农业耕种方面的，或 

者在节庆时能增加一些节庆专题活动，等等。 

完整的旅游产品包括了吃、住、行、游、购、娱，同样乡村 

旅游也应该包括这六大项。但就目前而言，乡村旅游里除了 
- d,部分景点提供住宿以外，其余均是单一的吃、行、游、娱。 

就是提供住宿的质量也很不尽人意，要么环境太糟糕，要么 

又太豪华。失去了乡村的味道。购物方面，除了当地土特产 

的食品和少量蔬菜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可买。 

2．经营者经营理念与游客需求之间存在差距。经营者 

在经营理念上，还停留在特别看重菜品质量、味道和价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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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旅游者的需求，旅游地吸引游客的至关重要的一些因 

素：特色(农家风味) 环境(绿化环境) 服务(服务水平)却没 

有放在重要位置。他们乐意在主体建筑上花钱，而不愿在治 

理、美化环境方面下功夫；乐意在量上投入，而不愿意在经营 

特色、服务质量上花钱。 

3．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硬件设施、环境质量有所提高的 

同时，服务质量依旧欠缺。旅游产品无形性，生产消费同时 

性的特点，使得游客对服务的要求相当高。但由于从业人员 

大多为当地的失地农民或外来务工人员，整体文化素质、服 

务意识都尚待提高。同时，乡村旅游管理人才欠缺，经营者 

没有经过系统培训。旅游业务知识贫乏，管理水平不高，专业 

化程度低。所以，在开放型问题“你有什么建议”里，76％的 

被访者都谈到了希望改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人员素质。 

4．旅游产品“趋同化”。由于大多数“农家乐”提供的服 

务相似，旅游的替代程度高。旅游者的选择余地大，且旅游产 

品雷同、长期不变，导致游客随游览次数的增多而满意程度 

降低，客源就会大量流失。这就造成了使价格高低成为消费 

者选择的唯一条件的被动局面。乡村旅游每人每天的消费 

多在 1O～2o元之间，虽然价廉物美是成都乡村旅游的优势 

之一，但是长期的低价竞争，经济效益无法得到保障，影响乡 

村旅游的发展前景，造成既没有自，己的特色。容易被竞争者 

模仿的局面。又不可能满足游客越来越高的消费需求，无法 

为农户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低价格”恶性竞争使乡 

村旅游经营者走进了只求维持现状和无力开发新产品的窘 

境。许多游客都认为，增加特色，不要千篇_：．律是现在最急 

需解决的问题。 

5．市场意识淡薄，旅游经营者在旅游市场消费方面的促 

进策略十分简单。在招徕客源上，过于迷信“回头客 和口碑 

传播，对朋友关系的依赖也说明经营户的宣传促销意识还停 

留在原始的、被动的认识上。采用最多的宣传促销手段—— 

发传单(或发名片)，也局限在人际的范围和较原始的手段。 

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意识和要求不强，很难适应旅游 

市场竞争的形势。 

二、成都市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差异化思考 ’ 

(一)形成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结构的个性化 

拥有个性化的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组合就能拥有稳定 

而持久的需求市场，而能稳定且持久地生产下去的旅游产品 

和服务组合也才是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产业形态。所以，“越 

是自然的才越是人类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一指 

导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思想原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根据调查结果发现，能够满足游客需求的产品组合可以归结 

为以下几方面： 

1．现代科技农业观光产品组合。培养扶植生态农业接 

待户，以旅游经济的附加值来保证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产品 

组合中增加传授知识的教育内容，使游人通过旅游获得现代 

农业科技知识；同时可以开辟生态农业区，为游人提供参与 

活动的充分空间。在此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的经验，在法国葡 

萄园和酿酒作坊，游客不仅可以参观酿酒全过程，还可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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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带走自酿的葡萄酒，体验到与在城市商场买酒迥然不同 

l的乐趣。其实欧洲国家的乡村旅游大多如此，他们住在农民 

的家皇，吃 农民自产 自制的新鲜食品，观赏农庄周围的自 

然风景和农舍，到附近不加任何修饰的小池塘星游泳、钓鱼， 

学习农家制作面包、奶酪、果酱、葡萄酒的手艺，通过感受农 

家的生活来增加对自己的认识。 

2．休闲度假产品组合。利用不同的农业资源，如森林、 

牧场、果园、湖滨等环境宜人的地方，提供休闲度假服务。休 

闲度假型应是对传统观光农业的突破。经营者可以提供乡 

问度假、观鸟、观察野生动植物、写生、摄影、赏景、酒吧休闲 

等特色活动，还可以专为儿童提供童玩活动，包括自制玩具、 

宠物饲养、放风筝等等。 

3．寻幽探险和健身产品组合。乡村旅游也具有参与、竞 

争、时尚、现代和快节奏的需求特征。定向越野、生存游戏、 

漂流、冲浪、空中滑翔、暴走等冒险旅游和体育健身旅游也成 

为追求个性和时尚的青少年感兴趣的旅游方式，如成都市都 

江堰虹口漂流就为这类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先例。 

4．商务会议产品组合。在调查中发现有许多企业公司 

都愿意把一些小型会议、团队激励训练融入乡村旅游中。尤 

其是生存训练、索质训练。所以，“农家乐”还要在硬件上多 

下功夫，比如提供会议室、多媒体设备等等。 

5．民俗文化产品组合。“民族的才是永恒的”，所以考 

古、探访历史文化遗迹永远都是最有生命力的。这一产品组 

合有许多内容可供选择，如举办民俗文化节日，学习民间传 

承、民间手工艺，欣赏乡村民谣，参加乡村音乐会，寻找美食 

来源，品尝地方风味，参观民间手工业企业、博物馆和民间艺 

术工作室，开展英语教学培训、园艺培训、厨艺培训、民族舞 

蹈培训等等。 

． (二)形成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结构的特色化 

调查中发现成都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结构中乡村旅店 

和购物以及服务是主要的弱势所在，所以经营者要想在产品 

和服务经营上有所特色，就一定要在发展乡村旅店、开发旅 

游纪念品以及提供特色服务这三个方面下功夫。 

1．发展乡村旅店。调查发现，有接近50％的游客愿意在 

乡村旅游后能够在此休息，而对于住宿的要求，58％选择的 

是完全农家风格的小院，42％选择的是干净的双人间，没有 

人选择豪华乡间别墅。所以，可以选择性地修建一些高品质 

的、有特色的乡村旅店。 

2．大力开发乡村旅游纪念品。现在成都的乡村旅游地， 

除了为游客提供休闲、娱乐外，能带走的就只有当地出产的 
一 些食品和蔬菜。而游客到一个地方总想买到独一无二的 

纪念品，“把这个地方的灵魂带回去”。旅游纪念品可以联动 

各行各业，不仅可以创收，而且也为农业、商业、加工业、服务 

业、纺织业等行业提供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 

旅游纪念品要吸引人，一是要特色鲜明，就地取材，充分 

反映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地域特征，力争具有唯一性。一定 

要结合当地的景点和特产来进行设计制作，并着重突出当地 

的历史沉淀，这样做出来的产品才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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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工要精细，富有艺术性，绝不能粗制滥造。三是旅游纪 

念品价格不能太贵，而且还要轻巧便携，这样才是赠送亲朋 

好友的佳品。旅游纪念品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它不仅 

能完善旅游产品的构成还能促进当地产业链的完善。 

3．提供特色服务。乡村旅游差异化战略里面有个非常 

重要的因素就是服务人员，要通过培训，提高旅游服务人员 

的服务技能和知识，形成有特色的旅游服务。对于知识的培 

训不仅仅是民俗知识，还要了解产品组合，这样才会使游客 

得到全方位的服务，以此凸现自己的特色。特色服务还可体 

现在建立游客档案，实施关系营销。以及在服务人员的着装、 

服务程序上建立自己的特色。比如在乡村旅游服务特色建 

立中可以倡导亲情服务，通过建立相互问的亲情纽带将游客 

与农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乡村旅游里的“农家乐”办成游 

客的第二个“家”。 

(三)形成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结构的优势化 

1．突出原汁原昧的乡村特色。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经 

营农户都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城市游客的需求。农村 

人向往城市生活，经营者就往往把城市化作为乡村旅游发展 

的目标，常常爱把极具地方特色和自身特色的东西花大力气 

改造成普通的一般化的东西。如把乡村小道改为水泥路面； 

菜园田垅改为停车场；以经营园林花木为主的花农，也逐步 

放弃了自己的专长，把花木庭园改作露天饭堂或卡拉OK厅， 

追求急功近利。“你们城里有的东西我们样样不缺”常常成 

为他们骄傲的口头禅，这是一种“围城现象”。城市人希望在 

农村享受到原汁原味的农村本色生活内容，这与经营者的理 

解刚好错位，劳神费力却削弱了景区的特色和自己的优势。 

所以说，如果一味迎合城里人，乡村将变得不真实；而不真实 

的乡村，就不会存在吸引力了。在发展乡村旅游时，就应该 

彰显自己的优势，保持地道的乡 土味：富有川西特色的民居， 

配以院门、墙壁上的装饰，简单明了；突出农家特色的木床， 

风车、水车、石磨、鸡公车等几近绝迹的农耕用具。制法古朴、 

用料简单、原汁原味的石磨豆花、野菜、土鸡、粗粮等农家菜 

以及土碗、大铁锅，都能使游客品味到土气和野性，有一种返 

璞归真之感。 

可以说对乡村旅游内涵的认识不足，乡土特色不明显， 

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是乡村旅游的最大弊端；盲目引进 

工业化、城市化的旅游产品形式更是败笔。所以，提高经营 

者对乡村旅游的认识，培养农民对农耕文化的优越感和自豪 

感，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农民认识到：从工业文明中逃离出 

来的人们要体验的是地道的农业文明，而不是工业文明的复 

制品；真正富有乡土特色的产品才是具有生命力的乡村旅游 

产品。 

2．突出生态、文化内涵。生态因素、文化因素本来就是 

乡村旅游得以兴起的自身优势所在。因此，乡村旅游必须向 

着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的方向发展才可能是可持续的、规范 

的、健康的、高速的发展。乡村旅游开展所依托的资源，不是 

先人遗留下来的、死气沉沉的、被称作凝固乐章的静景观，不 

是靠恢复、模仿而再现的历史场景，不是失去原有自然环境 

的高度浓缩在有限空间中的民俗风情，而是世代伴随人类繁 

衍、进化。充满生气与兴旺录象的能将游人融于其中的环境、 

氛围和活动。生态旅辨、文化旅游正是“天人合一”这一中国 

传统哲学思想在旅游业发展方向上的体现。反过来说。乡村 

旅游也是保护原始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乡村 

旅游，正是在人们意识到环境的恶化将使人类失去栖息地， 

文化一体化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之后，成为城里人青睐、追 

求的新目标。所以，我国的乡村旅游不能只停留在观赏、采 

摘的表象繁荣上，必须走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相结合的道 

路，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挖掘民族文化中丰富的营养，才能 

持久而兴旺地发展下去。 

3．发掘民风民俗，突出地方特色。成都有长达 3OOO多 

年的巴蜀文化，巴蜀民俗也别具一格。参与富有民俗风情的 

乡村游，不仅可以了解民风民俗，还可以使得民风民俗得以 

传承。游客亲身参与离现在早已久远的磨豆腐、编草鞋、打 

年糕、烤红薯，体验最纯朴的乡情，这样的吸引力是什么也代 

替不了的。成都“五朵金花”里的民间工艺如泥塑、木板画、 

剪纸、草编，就是乡村游的亮点，但如何将他们形成民俗产 

业，则是需要考虑的。同时，乡村的刺绣、服饰更具有悠久历 

史，它凝结着过去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通过这些，游客可 

以在差异中获得新知，可以从过去找回自我。 

4．推出多种多样的主题化旅游活动。乡村的优势就在 

于拥有多种多样的资源，这些资源也是开发乡村旅游的索 

材。成都的“梨花节”、“桃花节”、“枇杷节”、“樱桃节”、“冷水 

鱼节”、“河鲜节”等等，所利用的就是这些千变万化的资源， 

而这正是乡村发展旅游的优势所在。每个乡村旅游景点都 

有自己与众不同之处，所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推出主题化旅游 

活动应是乡村旅游差异化战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总之，成都市的乡村旅游正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就 

目前而言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但是，要使成都的乡 

村旅游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要打造成为全国乃至世界 

知名的品牌，必须要实施差异化战略，并在这个发展的过程 

中，不断调整、改进、规范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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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因此在归纳以后，教师要进行详细地总结，并且要用演 

绎法，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 在语言的选择上，教师语言应 

该符合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 

结论，在小学或初级阶段不应该讲语法a 其实，尽管是讲解 

词性或词组，也是讲解语法中的词法。学习--r'J语畜，对于 

外语环境中的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情因势利导。一位研 

究二语习得的老师就这样总结到：“外语老师在学习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不再体现于用什么‘方法’去教。而体现于如何 

引导学习者去学，体现于引导学习者以最适合自己学习风格 

的学习方法充分地有效地利用所能得到的外语学习机 

会o”【4】《嘲_∞) 

注释 ： 。 

iH 教学法：heserI协tion．Pmctice，and Pllodu~它是交际 

教学法中典型的教学模式，即：呈现——练习——结果 

ii Specifier：标志语，标成成分。在句法学中，是典型的短 

语界限。Ceomplementizer补语成分。是引导分句的成分，有 

时用引导语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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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Ling 

(Teacher College 0f Chengdu Univen,／ty，ChPA1~u，61003~) 

Abstract：In this a~ide，tl圯author anal the in~rrect use dauxiliary verb‘do" the aIIgle 0fla】flguage tt~3／lafer and el·斟 analys． 

is．Fuv~zmore，the historydauxm~ verb‘do’is presented to show native speakers’psychologydcvdopment．Andthen。the authoriflastrates 

why Isrguage learners insert‘do’into tlle s~ntcno~by Deep Structure ofCho~ky。8 tran~ormational theory．In the lBst part ofthe pape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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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s an d Reflections on Chengdu’s Development Mode for Rural Tourism 

xu Qi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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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througIl tim surveys and studies the rural tourism in“the Five Howem”，tries to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and 

risks 8s weft as the succe8ses and advantages that’exist in Cl~nNu’8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and then advances a new mode—the 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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