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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一方面为人们的生存提供必需品,同时还具有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种功能。农业自身发

展所具备的资源环境为旅游业发展提供基础,旅游业的发展亦为农业发挥其多功能性创造平台。本文立

足于栾川县农旅融合发展的资源条件,总结栾川县农旅融合发展现状,分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创新

融合产品、引进专业人才、丰富宣传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议,促进栾川县农旅融合发展,从而推动当地农业

产业化不断升级,以期形成乡村新形象、新功能、新流量,进而形成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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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agriculture provides necessities for people's survival, but also has a variety of social, 

ecological, cultural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lso creates a platform 

for agriculture to play its versatilit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luanchuan county farmers brigade fusion 

development resources, summarizes the luanchuan county farmers brigade fusion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 innovative fusion products, the int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rich propaganda Suggestion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uanchuan county farmers 

brigade fus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local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upgrading, in order to form rural new 

image, new function, new flow, and develop new kinetic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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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持续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栾川县作为国家县级旅游

城市的示范县,旅游业是其重要的产业支柱,推动当地农业和旅

游业融合发展为当地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对解决“三农”

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拟根据栾川

县农旅融合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现状,分析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

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栾川县农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一定参考。 

1 栾川县农旅融合发展的条件 

1.1地理区位条件 

首先,栾川县地理位置良好,栾川县地处河南省西部,东邻

嵩县,西接卢氏,南抵西峡,北挨洛宁,在洛阳市的地理格局中占

有重要地位。其次,栾川拥有便利的交通网,境内洛栾高速与洛

绕高速、二广高速、连霍高速等连接,尧栾西高速建成通车,栾

卢高速正在加快推进。便利的交通将栾川与南阳、洛阳、郑州

连接起来,从栾川距洛阳北郊机场150公里,驱车2小时便可到达,

距郑州新郑机场289公里,驱车3个小时左右可达,各地前来游玩

的游客出行十分方便。栾川良好的区位优势为当地农旅融合发

展奠定现实基础,为推动栾川农旅融合提供市场条件。 

1.2自然环境条件 

栾川县是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级生态县,全年的平均气温

12.4℃,炎热的夏季栾川均温也只有20℃左右,冬暖夏凉,舒适

期长达９个月,是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栾川县森林资源丰富,

全县林地面积327.4万亩,森林覆盖率83.51%,名列河南省第一,

有“中原肺叶”之称,是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此外,栾川水

能资源也十分丰富,全县境内有伊河、小河、明白河、淯河四

大河流,伏牛山、遏遇岭、熊耳山自东向西将全县分为南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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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沟川。绝佳的自然环境条件使得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 

1.3农业资源条件 

栾川县农业历史久远,农业资源丰富。根据栾川县统计年鉴

显示,2021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90790万元,同比增长7.5%；

2022年农业产业增加值150925万元,同比增长4.6%；栾川农用地

类型丰富,其中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9242公顷,果园面积10559公

顷,林地面积达到2711公顷。该县地势西南较高,地貌升腾跌宕,

适合农业的多样化发展。 

1.4旅游业资源条件 

旅游业作为栾川县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著名景点众多。截

至2023年,栾川县已成功打造老君山、鸡冠洞2个5Ａ级景区,重

渡沟、龙峪湾、伏牛山滑雪场、养子沟、抱犊寨、天河大峡谷、

王府竹海、竹海野生动物园8个4Ａ级景区和十余个非A级景区。

2020年,栾川县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成为首批中国旅

游强县,栾川县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当地农旅融合发展提供良好

的产业基础。 

2 栾川县农旅融合发展现状 

2.1农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 

栾川县农旅融合发展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推动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是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栾

川依靠县域山水资源,打造出三纵四横7条生态景观廊道,将精

品度假区、特色农庄和风情小镇相连,“一乡一品”的乡村旅游

格局不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游玩[1]。根据栾川县政府工作报

告显示,近三年栾川全年累计接待游客人次不断增加,由2020年

的1158万人次增加到2022年1362万人次,实现的旅游综合收入

也由74亿元增加到97亿元,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国内疫情能够

得到有效遏制,极大的解除了人们异地出行的不便；另一方面则

是由于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人们纷

纷开始向往“回归大自然”,从简单的吃喝玩乐到深度乡村休闲

体验、沉浸式活动体验、生活民俗体验,从以往的有地方可住到

将亲子陪伴、康养式度假融合。 

2.2农旅融合景点规模 

近年来栾川县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项目不断增多。根据栾川县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2016年栾川县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庄数量达到16个,到2019年,

全县旅游专业村增加到25个,到如今栾川已成功打造的51个旅

游专业村,说明了栾川县农旅融合景点规模发展之快。涌现出如

重渡沟村、庄子村、协心村等旅游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15个旅游乡村被评为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河南省特色生

态旅游示范镇达3个,全县旅游业初步形成了业态多元、感受丰

盈、各具特色的格局。 

2.3发展模式 

栾川县近些年依托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与农业资源,积极

开发新型旅游产品,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目前栾川县农旅融

合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2.3.1农业观光采摘型 

该类型是指农村依靠特有的农业资源,在不破坏原有自然

风貌的基础上打造原生态农业景观。通过种植特色农产品,开展

新鲜果蔬等农业观光采摘活动,让游客不仅可以参观自然景观,

同时能够体验农产品采摘的乐趣,真正感受自然、释放工作压力,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也促进了种植业的发展[2]。如栾川县已

成功打造的潭头镇金草莓采摘园、瑞丰果蔬采摘园,合峪镇桃梨

观光采摘园,三川镇大红川采摘园等精品采摘园区等。 

2.3.2休闲度假型 

该类型是指以农村自然资源为依托,以山水风光、沟域景

观、特色民情民俗等为吸引,向游客展示大自然的独特魅力、富

有特色的民居建筑,使游客回归自然、放松身心[3]。休闲度假模

式为栾川传统农村资源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如可将传统房屋打

造为特色民宿,吸入游客在休息日前来居住,体验农家特色饮

食。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如重渡沟休闲度假区、养子沟旅游度

假区、王府竹海度假旅游区、合峪镇天寿度假山庄、潭头镇九

龙山温泉,秋扒乡鸭石红豆杉休闲度假农庄等。 

2.3.3特色小镇型 

该类型是指一些有着自身特色的乡镇抓住时机,打造宜居

的生活环境,注重当地特色农业产品的开发,进而打造为主题突

出特色鲜明的风情小镇,有效解决农村土地闲置问题,带动农民

就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动力[4]。栾川县 为典型的就如合峪

镇,作为栾川县境内没有“景点”的乡镇,该镇砚台村按“特色

小镇+乡村旅游”的发展导向深挖原生态乡村资源,在村庄建设

中融入童话元素,打造出中原首个以童真童趣为主体的“童话小

镇”。走进这个“童话小镇”,鹅卵石、茅草、竹林、小溪、旱

柳巧妙整合,点 街头巷尾,老屋新墙上绘满可爱漫画,猫和老

鼠、小猪佩奇、熊出没等一个个童趣作品映入眼帘,让人宛若进

入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给游客带来满满的“回忆杀”。 

3 栾川县农旅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3.1农旅融合产品特色不足 

栾川县在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模式较为单一,

各乡村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没有展现出独有的特色。目

前乡村旅游活动基本上是观光采摘、农家乐,无论是潭头镇金

草莓采摘园、三川镇大红川采摘园,还是龙王幢桑葚蓝莓采摘

园,营业模式几乎都是游客购买门票以后进园采摘果实、拍照

打卡。这些观光采摘园没有与其他农旅项目建立联系,游客们的

采摘过程非常短暂,单一的游玩体验不能满足消费者个性多变

的需求,久而久之便会降低游玩热情,不利于农旅市场的多样化

发展。 

3.2专业人才匮乏 

栾川县农旅融合的发展短期看市场、长期看人才,只有越来

越多的青年才俊投身到此,才能实现农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但

是目前栾川农旅融合项目的从业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居民,并

且中老年人居多,思想观念守旧,从事服务行业的业务能力不

强。栾川县近些年实行人才引进政策虽吸纳了一部分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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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的青年才俊大多都没有农业生产的经历,对一些以林果

种植为主形成的农业观光项目发展并不能给予真正的指导,以

及对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经验不足也可能会导致工作人员

对于休闲度假区项目的战略规划脱离实际。 

3.3营销宣传力度不够 

栾川县旅游资源种类齐全,但单一的宣传理念、未加创新的

宣传方式使得农旅融合项目的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栾川县著名

的旅游景点如老君山、鸡冠洞、伏牛山滑雪场等官方媒体和自

媒体都有在线上线下多平台宣传,但多年来栾川县把重点放在

了传统旅游项目上,省外游客对栾川农旅融合旅游项目了解甚

浅,前来游玩的还是省内的客源居多,即便是本地游客游玩也主

要聚集上述几个著名景点,农旅融合旅游项目宣传不足,客流量

不大。 

4 栾川县农旅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4.1融入文化特色,创新融合产品 

第一,洛阳市作为历史古城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栾

川县的历史文化也颇为丰富,一些村落仍保有历史文化遗存,

因此农旅融合发展要不断丰富其历史文化内涵,所创建的产

品可以通过结合历史文化元素来增加特色,打造乡村旅游核

心竞争力。 

第二,政府应鼓励支持不同村落结合各自资源优势,根据自

身发展状况开展不同类别的主题活动,对于有项目创新的景点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曝光度,吸引游客,以此激励其他景点努力

开发创新型农业旅游产品。 

第三,栾川拥有丰富的中药材、菌菇山珍等产品资源,玉米

糁、柿子醋、槲包等特色农产品更是丰富多元,可以借助景区优

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4.2引进专业人才,注入发展动力 

第一、对当地从业者进行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针对企业负责人,一方面可开展研修班,聘请专家定期进行培

训；另一方面可以组织考察团定期向外走访学习,学习农旅融合

项目开展较好的地区,借鉴成功经验。其次是对各从业经营者进

行教育培训,提高从业者服务意识、经营管理能力,帮助其更好

更快的实现农业生产者向服务经营者的转型。 

第二、广开渠道引进外来人才。除了近些年栾川实施的人

才引进政策外,鼓励当地政府、企业与洛阳市高等院校合作,引

进旅游管理人才与农业生产技术人才。此外,可开展订单式人才

培养模式,在高校设立农旅研修专业,提供理论、实践一体化的

教学模式,学生除日常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外,每月可组织该专

业学生到栾川各个村庄实地调研,亲身了解农旅项目发展情况,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3丰富宣传方式,形成品牌效应 

第一、利用传统媒介投放广告宣传栾川县旅游景点,提高曝

光度。可通过电视、杂志、报纸等途径宣传栾川县旅游资源。

在省内外各大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如机场、车站、地铁站等,

借助LED大屏栾川农旅融合新业态项目。 

第二、充分借助互联网平台,增加传播量和影响力。建立栾

川县农旅融合发展官媒,在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各大渠道

发布广告,在节假日来临之前制造热度,对评论互动的网友开展

热线对话活动了解大众需求；目前直播间助农直播比较受欢迎,

还可以通过与主流自媒体合作,以直播形式扩大栾川农旅融合

项目的影响力。 

第三、强化洛阳都市圈景区推广联盟合作。以老君山、鸡

冠洞、重渡沟等景区为代表与洛阳各大景区联合开展旅游推介

会,共同打造文化旅游精品路线,扩大省外市场品牌效应。在不

同季节举办凸显栾川农旅融合特色的消费季系列活动,在栾川

各农旅融合项目景区开展民俗文化活动,激发市场活力,节后制

作宣传片进行推广,招来更多新游客。 

5 结语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是农村近年来兴起的新发展模式,

目前栾川农旅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经验,文章通过总结栾川县发

展农旅融合的条件,分析目前栾川县农旅融合发展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为推动当地农旅融合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希

望栾川县未来继续高效开发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促进农旅产业

不断的向前发展,开发出更多具有栾川特色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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