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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为经济发展驱动体,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快速发

展。本文对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的基本内容进行明确前提下,主要以贵州黔西南州为例,分析了黔西南州

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资源情况。并对近几年黔西南州的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发展方法进行了总结

探讨,分析了黔西南州通过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后对当地的农业经济、商业市场经济等发展影

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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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take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ing body, to promote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aking 

Qianxinan Prefecture of Guizhou as an example, the resource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in the 

premise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method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in Qianxinan Prefecture are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and the influence of Qianxinan 

Prefec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commercial market economy by vigorously 

developing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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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与部署乡村振兴战略后,乡村

旅游、休闲农业成为了乡村经济研究与管理的热门话题,成为了

乡村经济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等重要手段。乡村振兴战

略视域下,贵州西南民族地区拥有着丰富的休闲农业资源与乡

村旅游资源,通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发展,一是可以

拉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乡村经济振兴注入活力。二是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开发中涉及到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利于维

护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与资源平衡,对于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

要意义。三是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

空间与机会,创造更多致富渠道。 

1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涵义 

1.1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是指利用农业资源打造具备旅游、观光、生态体

验及提供民众休闲休息的农业经营活动。休闲农业这一经营活

动可以追溯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1]。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

奥地利、法国、瑞士等国家掀起了休闲农业的发展浪潮,随后休

闲农业迅速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2]。休闲农业的显著特点便是

农业景观资源与农业生产条件的有机结合,其目的是利用现代

技术寻求人与自然平衡、和谐共处。通过休闲农业的发展,可以

满足人们对农业的观光、采果、赏花、体验农作、享受乡土情

趣等各种个性化需求。 

1.2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是指依托于乡村地区的生态资源、自然资源、农

业资源、文化资源等各种资源优势,以现代化技术与经营理念为

基础,构建的能够满足游客旅游体验的活动[3]。乡村旅游的内容

类型多样,整体上包括了乡村生态旅游、乡村文化旅游,前者主

要围绕着乡村生态资源支撑的旅游产品进行,如：农业观光、

休闲渔场、田园体验、茶园游玩、花园游览等等。后者主要

围绕着乡村历史文化资源、民间民俗、传统建筑等旅游资源

展开,如：乡村民族风情体验、乡村民俗文化活动、乡土文化

体验等等。 

2 贵州西南民族地区的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发展

资源 

2.1休闲农业资源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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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西南民族地区主要是指我国贵州省的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根据人民网、光明日报网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当地的政府网站相关报道显示,截至2023年12月,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累计培育休闲农业经营主体613家以上,休闲农业

从业人数达9603人,全州具有一定规模的休闲农业园区发展至

312多家,休闲农业特色农户(农家乐)多达300余家,休闲农业观

光点高达600个以上,休闲农业产业遍布兴义市、兴仁市、普安

县、晴隆县、贞丰县等各个市县。根据不完全统计,黔西南州的

兴仁市、兴义市等几个市县的休闲农业旅游点平均多达36个以

上(详情见表1)。 

表1  黔西南州行政区划(来源：黔西南州人民政府网站) 

市(县)名称 休闲农业旅游点数量(截至 2023 年 12 月不完全统计)

兴仁市 103 个

兴义市 132 个

安龙县 63个

贞丰县 71个

普安县 73个

晴隆县 51个

望谟县 77个

册亨县 43个
 

2.2乡村旅游资源主要情况 

表2  黔西南州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来源：贵州省文化和旅

游厅) 

数目 名称

1 兴义市清水河镇联丰村

2 兴义市万峰林街道万福村

3 兴仁市真武山街道马家屯居委会

4 贞丰县龙场镇对门山村

5 册亨县丫他镇板万村

6 望谟县蔗香镇蔗香村

7 安龙县栖凤街道者跃村

8 安龙县招提街道海庄村

9 贞丰县永丰街道必克村

10 晴隆县鸡场镇学官社区

11 普安县茶源街道斗弹达吟社区

12 兴义市洒金街道洒金村
 

黔西南州的乡村生态旅游资源方面,黔西南州是世界锥状

喀斯特地貌的集中分布区,地貌发育完整、类型齐全、组合丰富,

具有极高的美学观光价值和地质科考价值。兴义市的马岭河峡

谷、万峰林是典型代表。截至今年,黔西南州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增至13个、3A级旅游景区增至36个。除A级旅游景区外,黔西南

州还拥有高原湖泊、高山草原、森林河谷、山间坝子、峡谷溶

洞、激流飞瀑、地热温泉等自然地貌,这些地貌开发利用空间巨

大,“中国四季康养之都”建设具备天然优势。上述的生态资源

超过80%以上的都分布于黔西南州的各个市县的乡村地区,为地

方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强力的资源支持。乡村文化旅游方

面,黔西南州有12个乡村拟纳入贵州省全省第三批乡村旅游重

点村名单(详情见表2),这些乡村拥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保留

着大量的民族古建筑物,村域内盛行各种民间民俗活动等,是乡

村文化旅游发展的主要资源支持。 

3 贵州西南民族地区的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发展

模式 

3.1大力发展休闲农业资源,着力打造休闲农业市场 

黔西南州的休闲农业资源丰富,在休闲农业发展上拥有着

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几年,黔西南州大力发展与利用好当地的休

闲农业资源,从政策指引、招商引资、休闲农业品牌培育等方面

入手,大力发展当地的乡村休闲农业项目。首先,政策指引上,

自2017年我国正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黔西南州的当地政

府部门每年高度重视当地各市县乡村休闲农业发展状况调研工

作,根据休闲农业发展情况,每年颁布各种支持与促进休闲农业

发展的政策文件,从政策支持上鼓励当地的农民参与休闲农业

经营,鼓励当地农民根据自身情况投资农家乐、休闲农业观光等

各种项目,致力于让游客“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游农家景、

享农家乐”。其次,招商引资上,黔西南州的各市县重视激活当

地休闲农业资源,重视对休闲农业市场的整体规划,面向当地

及外地的企业招商引资,并从贷款支持、环境支持等方面给予

优惠与帮扶,企业参与休闲农业的投资经营,直接带动了当地的

经济发展。 

3.2致力挖掘乡村文化资源,面向市场推出多元文旅模块 

黔西南州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乡村文化

资源的挖掘,依托于当地乡村文化资源优势,面向市场推出了富

有地方特色的文旅项目。首先,黔西南州有布依、苗、彝等46

个民族,黔西南州的各个乡村地区根据各自民族特色,大力挖掘

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民俗活动等资源,发展非遗项目,将这些

作为乡村文旅的主要资源支撑。面向广大游客推出了富有乡村

地区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表演、艺术展示、民俗活动展示等项目,

吸引大量的游客关注与慕名而来。其次,黔西南州的各市县在乡

村文旅发展中高度重视丰富的红色文化工程打造,依托于乡村

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面向旅游市场推出各种红色文化旅游剧

目、革命遗址游览、革命故事讲述等文旅服务项目,带动当地的

乡村文旅市场发展。最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黔西南州的

各市县纷纷开展了乡村传统建筑展示工程、古村落游玩项目等,

各个乡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美化人居环境,布局人文景点,面

向游客提供各种传统建筑观光、古村落游玩等文旅服务,为乡村

旅游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3.3有效依托乡村自然优势,打造乡村生态旅游体验工程 

黔西南州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当地推动乡村生态旅

游项目发展中,依托地方的乡村自然资源优势,致力于打造乡村

生态旅游特色工程。近几年,黔西南州的兴义市、册亨县、安龙

县、兴仁市等各市县强强联手,联合打造乡村生态旅游的精品路

线,打造乡村生态旅游示范性工程。诸如兴仁市、册亨县、安龙

县联手打造的“乡村山水旅游项目”,有效将兴义市万峰林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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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册亨县万重山景区、安龙县大秦农旅文化园等进行了串联,

依托于乡村生态旅游精品路线,在沿线上推出了康养运动、休闲

度假、山水温泉、天然氧吧等各种以生态旅游为主的服务模块。

乡村生态旅游路线上的市县,大力鼓励民间参与沿线的商业投

资活动,投资建设特色民宿、餐饮等服务,以乡村生态旅游拉动

多个经济增长极。 

4 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对贵州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

展影响 

4.1乡村农业经济飞速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近年来,黔西南州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有效推动了当地的

农业经济发展,黔西南州的各个乡村农户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

升。当地的农民朋友响应地方政府政策号召,积极投入到休闲农

业开发、农家乐经营等活动中,农民通过种植特色的农产品,并

将特色农产品种植与田园观光、农家乐等各种项目经营结合起

来,不少农民成为了休闲农业的个体经营户,不少农户的一年收

入高达18万元以上。得益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双向驱动,

为乡村地区注入了大量的游客资源,随着乡村地区的游客数量

增多,各地游客在特色农产品、农业观光体验等方面的消费力增

强,从而带动了当地的农业经济飞速发展。 

4.2乡村商业市场快速发展,商业市场经济稳固增强 

过去黔西南州的乡村地区商业市场环境不理想,超过80%以

上的乡村地区都未能够形成良好地商业市场效应。由于乡村地

区缺少商业市场环境支撑,不少农民的经营项目都是传统农业。

但是,近几年随着黔西南州开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建

设,当地的各个乡村尤其是兴义市清水河镇联丰村、兴义市万峰

林街道万福村等几个重点旅游村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多,基于乡

村地区旅游市场的形成,当地不少投资者开始投资经营民宿项

目、餐饮服务、酒店、商超等商业项目,乡村旅游带动了乡村地

区的商业市场形成,乡村地区的商业经营者不断增多,为乡村地

区的商业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5 总结 

总而言之,黔西南州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上,既高

度重视对地区的休闲农业资源、生态与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

也重视依托于地区各项资源优势推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服务

模块,打造良好地乡村旅游市场环境。黔西南州通过对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既提高了当地的农民收入水平,提升了当地

农业经济效益。也带动了当地的乡村商业市场环境形成,为乡村

商业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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