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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旅游是我省 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增长点 

匡建华 

(中国共产党铜仁地委党校， 贵州 铜仁 554300) 

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 

何找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切合实际的工作途径，如何创造性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体 

目标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造成我省农村经济发展滞后 

的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就是单一、低效益的农业生产方式。发展乡村旅游，就是针对这一现状，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评价农村环境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等，把它们形成新的生 

产要素组合，形成新的生产力，从而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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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意见，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 

出的重大举措，是一项不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关系国 

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它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解 

决 “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是关于 “三农”理 

论的重大创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如何 

找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切合实际的工作途径。 

如何创造性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体目标落实到 

具体的操作层面，如何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 

图化作现实美景，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农村经济社会要得到全面发展，就必须找到新的经 

济增长点。就我省而言，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 

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就是传统单一、低效益的农业生 

产方式；这是生产力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而发展生产 

力，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我们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大胆创新。发展乡村旅游，就是针对当前我省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针对农村贫困的主要根源，以科 

学发展观思想为指导，坚持 “以人为本”，重新审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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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农村环境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等， 

把这些原本就存在，但长期被忽视，没有被充分利用的 

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形式新的生产要素，形成新的生产 

力。这既切合我省农村实际，又能使农民比较快地走上 

脱贫致富之路。发展乡村旅游，还可以发掘、继承、弘 

扬、保护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悠久的文化遗 

产，其价值不仅被重新认识，而且将被赋予新的社会经 

济和文化意义，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从而成为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在开发贵州的历 

史进程中，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地 

形、地貌的不同，少数民族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色， 

以民族村寨、民族古镇为载体的民族文化、自然景观保 

存得较为完整，构成了一部部形象的 “文化史”和一幅 

幅多彩的 “民俗画”，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和 

旅游资源。典型的民族村寨和历史文化名城、古镇，蕴 

藏和折射出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些历史文化信息主 

要体现在寺观庙宇、院落、古道、生产生活用具或民族 

村寨中代表性的建筑，如侗族的鼓楼和风雨桥，瑶族的 

禾仓，苗族的吊脚楼，布依族的木板房，屯堡村的炮楼 

等。它们都反映了贵州民族文化顽强的传承力，凝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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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智慧和创造精神。 

我省民族文化和自然景观的生存和发展，是以特定 

的环境为基础的，恒常的家庭社会结构，构成了这个特 

定的 “文化生态环境”，使这些民族文化和自然景观孤 

独而坚韧地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在观察一个民族村 

寨或古镇的历史文化时，一是要用多角度的眼光，从生 

产、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社会组织，生态保护，社区 

文化等各个方面加以考察。二是要用历史的眼光，从文 

化的演变过程中寻找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存在。具有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族村寨和自然景观，是文化生 

态环境旅游的宝贵资源，喧嚣的城市生活使人们试图回 

归大自然，回到村落中去寻找人类自己的过去，寻求精 

神世界与物质生活相平衡的未来。因此，保护好自然景 

观，发展乡村旅游将是最具魅力的文化生态旅游，人们 

将通过文化生态旅游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今天，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电脑、互联网是科技 

时尚，吸引着人们去享用，去追逐，去创造。但是，无 

论现代科技发展走得多远，人们仍然向往大自然，向往 

牧笛老牛，向往炊烟袅袅、农舍几许的田园风光，向往 

村姑大嫂的绣花衣裙，于是，那些仍然生活在农耕文明 

中的山地人群，那些还在月色溪畔对唱情歌的民族受到 

空前的关注，人们拼命在科技时代赚钱，然后以昂贵的 

代价回到农家茅屋前沉醉风月。 “原始，古朴”是当下 

人们使用频率较大的词汇，文化专家、文艺学者无不以 

此为最高追求，有如毕加索的画魔一般吸引着现代的人 

们。这情形，这时尚，即是全人类的美学取向，更是全 

人类的情感追求。农业文明是人类从树上走下来，直立 

行走后从猿变成人的初恋。初恋让每个人怀想一生，而 

人类的初恋，让人类永远怀念。至今，全世界的考古学 

家都在努力寻找人类文明的最初信物，那是人类生命之 

爱的源头。从告别动物世界开始，人类之爱就在自己创 

造的文明中不停地演绎、发展，于是农业文明便成为人 

类永远歌颂和怀念的初恋，初恋的情绪就此印在人类生 

生不息的生命之中，人类就是发展到能够去月亮上建别 

墅度周末，也还是会向往到农家小屋去吃粗茶淡饭，在 

蛙鸣声中沐浴明月清风，去细细品味人类的稀世之珍一 

最质朴的情，最宽厚的爱。我省秀美的山村，就恰如人 

类初恋的回思处。它非常的山水，非常的人流，非常的 

风情，使每一个走进它的人都会有着非常的感受。保护 

好自然景观，发展乡村旅游，就是为了给人们回归自然 

创造一个环境，开辟一种境界，给现代文明注入一点鲜 

活，让山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永远吸引着现代人的 

眼光；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每个民族都按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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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模式建设家园，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尤 

其是以民族村寨、民族古镇为载体的民族自然景观保存 

得相当完整，构成了一部形象奇异的 “文化史”和一幅 

幅绚丽多彩的民族画。纯朴自然，原汁原味是我们古镇 

历史文化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卖点。而发展乡村旅游， 

可以发掘、继承、弘扬、保护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 

区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传，那些原本自生自长，封闭在民 

族集团内部的传统文化，由于旅游开发，其价值不仅被 

重新认识，而且将被赋予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 

发展 “乡村旅游”，是一种将诸如种植和畜牧等农 

业活动联系起来的旅游形式，在后工业时代，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加速，工作节奏的加快，生存竞争压力的增大， 

幽雅宁静的空气，淳朴浓厚的生活风味，人与自然和谐 

相伴的生活方式，保存久远的文化传统越来越让人们向 

往，而且又远远超出了原先的含义。乡村旅游也因此而 

满足了一部分游客对原始、广阔、和谐、自然的乡村生 

活的兴趣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人们为到乡村观光，娱 

乐，休闲度假，康体健身，进行自然与文化的 “轻探险” 

而怡然自陶。乡村旅游绝不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农家 

乐”，而是将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极具异质性的自然 

与文化遗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围绕行、游、 

住、食、购、娱六大要素，将其精心设计、制作成具有 

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包括文化探秘、休闲度假、康体健 

身、生态旅游、体验旅游和观光农业等，还可采用徒步 

旅行、漂流泛舟、娱乐休闲、民族艺术观赏、乡村生活 

体验等一系列乡村旅游活动形式。 

“乡村旅游”就是让人们去触摸山的骨骼，体验 

“山野”生活，寻找山中历史，了解山地文化，感知山 

的灵性的奇妙的发现之旅。人们可以在这里接触热情好 

客的山民，寻访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经历奇异浪漫的 

生活，体验质朴鲜活的文化，欣赏山寨建筑的奇异与山 

水风光组合成的梦幻般的、田园诗般的风景，而村寨中 

的山民也必将由乡村旅游走上充满希望的致富与文明 

之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蓝图才有可能变为现 

实。我省完好地保存着许多质朴鲜活的文化遗产，充满 

神秘而自然的生活气息，乡村自然与文化的多样性、异 

质性与独特性，使她成为一份不可替代的珍贵遗产，具 

有极高的文化、科研、观赏、体验价值。作为具有特殊 

价值的旅游资源，贵州旅游要实施精品战略，其中以乡 

村旅游为依托的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是旅游产品的发 

展模式创新的前进方向。可使乡村旅游在富民兴邦的同 

时，成为一个不同于传统的 “农家乐”的观光旅游，能 

够给游客提供深度的文化体验和精神愉悦，保护好自然 

景观，发展乡村旅游就是实现这一 (下转 3 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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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应县)、朔 (今I1J两朔州)。大致是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 山西北部的丈，lt上地。 

O n Study of ‘‘Liushou’’。 

TAN Wu—qun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Guangdong 52606 1，China) 

Abstract：In the first place， 

chancelleries guard capital citY,in 

“Liushou”iS serve as a head sh 

order to convenient for act when 

ip that ancient monarch arranges princes or important 

they circumambulate and go out for a battle Afterward 

the other capitals install‘‘Liushou”in order to guard the capital city as wel1．However,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Daming 

installs‘‘Liushou”and arranges the monarch’S confidential hold the position of the important duty,it is not because of 

Daming is a capital city of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ut prevent aggression ofthe Liao nation． 

Key words： Liushou； Liang zhongshu； the Southern Song； the Liao 

(上接 26页 ) 

途径的最佳手段，使贵州真正成为独特的乡村旅游的目 

的地，成为一座巨大的具有神奇魅力的旅游宝库和 自然 

与文化遗产保留地。 发展乡村旅游，还可以促进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引进新的生产方 ，打破农村传统的投 

入产⋯的瓶颈，是解决 “三生”、 “三农”问题的一个 

“抓于”，发展乡村旅游，就是抓农业生产、生态环境 

和生活质量，就是抓建设现代农业，是实现农村町持续 

发腱的途径， 足推进礼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的经济 

增 长点。 

T0 ne帅 口Rural Tourism Proved to be珊e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in Socialist New Cou呲ryside of Guizhou Province 

KUANG Jian．hua 

(The Party School ofthe Committee ofTongren Prefecture ofCPC， Tongren，Guizhou 554300，China) 

Abstract：To build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marks that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i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development phase．Issues of how to find the practical working path to p~omote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the issues of how to creatively implement the overall goal to build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to specific 

operation will deserve active exploration and creative working．There are many reasons causing the stagnation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province，and among the reasons，the main reason is the monotonous and low—effective 

productive mode in agriculture，however,the strategy to develop rural tourism is the specific representation pinpointing to the 

productive mode and the strategy is guided by the outlook 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rategy requires the flesh 

scrutiny and assessment of the rural environment resource，ecological resource and cultural resource and other specificati~fis 

and requires reorganization of the productive elements SO as to form new production and to become the new economic 

growt h point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Key words：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rural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point 

3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