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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心。古生村因其地理位置原因,面临着洱海保护的重

要任务,限制了经济发展。古生村不仅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文物古迹,又有着丰富的游客资源,给古生

村进行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条件。本文以古生村为例,分析古生村在进行农文旅融合发展时所面临的

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助力古生村实现乡村振兴、农民增收。并为周边地区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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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is the focus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Due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Gusheng Village is faced with the important task of 

protecting Erhai Lake, which limits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Gusheng village has a unique national culture 

and cultural relics. It also has rich tourist resources, which provides condition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n Gusheng Village. This paper takes Gushe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faced by Gusheng Village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We will help Gusheng Village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urround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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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实现乡村振兴,绕不开的关键问题就是“三农问题”,三

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问题,其表现为农民收入低且增收困难。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实现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是重点,发展产业,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指出：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

长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推动种养

加结合和产业链再造,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水平,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产业。由

此可见,发展农文旅融合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

重要抓手。 

古生村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有农

文旅融合发展的资源禀赋。可以充分利用古生村的文化、生态

优势,大力发展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地方特色的农文旅产业,以

此推动乡村振兴。 

1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内涵及意义[1] 

“农文旅”融合指农业跨越传统产业边界,与文化、旅游产

业相互配合而促使产业链延长、交融的过程,即“农业+文化业+

旅游业”,是跨界多元产业的融合。“农文旅”融合以旅游休闲

业为形态、本土文化为灵魂、农业产业为基础,多产业融合互促,

发现和实现乡村的深层价值,不断激发农业功能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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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造景、以景带旅、以旅促农、农旅一体”,让美丽乡村、

文化旅游等乡村产业相得益彰。其比传统的农业增添了三产消

费属性,比“文旅”“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增添了产业根基,

比“田园综合体”等在规模上更为自由[1]。 

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农业与

文旅产业的融合,有助于推动农业从传统的种植、养殖模式向现

代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多元化发展模式转变。提升农

业品牌影响力。文旅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挖掘和提升农业品牌的

影响力。增加就业和农民收入。农业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促进城乡互动和交流。

农业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有助于促进城乡互动和交流。保护

和传承乡村文化。农业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有助于保护和传

承乡村文化。推动农村环境改善。农业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有助于推动农村环境的改善[2]。 

2 古生村农文旅产业基础及大理市乡村振兴规划 

2.1古生村基本情况 

将“放生”的生命理论观“照进”生活的细微处,取“放生”

白语之意,古生村的名字由此而来。古生村沿海而建、伴海而居,

属于大理市湾桥镇中庄村委会,东临洱海,西至大丽路,村域面

积140.5公顷,村庄占地28.03公顷。古生村距离大理市区约50

分钟路程,同时拥有便利的乡村公交专线。 

2.2旅游产业基础 

古生村紧靠洱海有丰富的游客资源,大理市2022年全年接

待国内外旅游者3547.36万人次,其中海外旅游者1.77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完成484.99亿元,其中旅游外汇总收入917.62万美

元,比上年增长232.92%。丰富的游客资源,为古村发展农旅融合

提供了便利条件。实施洱海生态保护以来,地方政府采用PPP模

式建设环洱海生态廊道,通过一系列环境保护工程的实施建设,

在实现洱海的环境治理的同时,打造以生态廊道为中心的全域

联动旅游、文化绿色产业链,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资源。为古生村

发展农文旅产业提供了基础设施方面的便利。 

2.3民族特色文化基础 

古生村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村子的形成可以追

溯到南诏国时期,是当时重要的军事据点。古生村居民以白族为

主,白族人口占98%以上,千百年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古生村

保留有本主节、接姑婆、莲慈会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活动。同

时古生村保留有如福海寺、龙王庙、凤鸣桥、水晶宫、古戏台

等众多文物古迹,先手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示范村和省级

民族团结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古生村拥有丰富的

民族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农业资源,发展农旅融合可以带动农

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促进乡村振兴

和可持续发展。 

2.4农业产业基础 

洱海流域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自开展洱海污染治理以来,洱

海流域转变经济作物种植模式,由大理州政府牵头与中国农业

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合作开展面源污染物防治,发展绿色农业,

在洱海流域发展了两万余亩的绿色生态水稻田,在绿色生态种

植模式下,水稻亩产达808.8公斤,比常规种植增产31.7%,每亩

总增收1590元。 

2.5政府高度重视 

根据大理市推动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启动以苍洱片区为核

心的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区创建工作,抓实喜洲古镇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双廊创

建5A级旅游景区。以“一带三道十八廊”为引领,深入推进洱海

生态廊道、环苍山国家步道东段、42公里千年茶马古道示范段

“三道”建设。以大理美好生活节统领重大文旅艺术活动,办好

三月街、舞蹈节、音乐节、特色市集、国际影会等节会活动。

加快建设智慧景区,加强酒店、民宿、旅行社、导游等服务质量

监管,推动基础设施现代化、旅游服务标准化、市场秩序规范化。

实现接待国内外旅游者增长6%,旅游总收入增长5%,完成旅游投

资15亿元以上。 

3 古生村农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3.1古生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现状 

村内大约有65户村民经营民宿、小卖部、小吃店及菜市场

摆摊,年收入约3-10万元；古生村外来主体主要包括；科技小院

师生：外来长租、短租游客：民宿经营者；以上外来主体都给

古生村村民带来了直接收益。 

3.2农旅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3.2.1环境保护压力增大 

随着洱海生态廊道的建立,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前来观光

旅游,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古生村,游客的增多不仅增加了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还会产生大量的污水及生活垃圾,这给垃圾、

污水处理设施相对落后的农村造成较大的环保压力[3]。 

3.2.2基础设施不完善 

2018年,大理州政府发布《大理市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线”

划定方案》,采用绿蓝红三色,划出洱海生态环境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限制了洱海周边农村民房建设,很

多居民迫切对自己的房屋进行改造,从而将其投入为民宿的使

用,因为政策的限制,导致了其不能有效的进行改造,限制了古

生村的旅游接待能力。同时,缺少停车场,公共厕所,垃圾桶等设

施,这给前来观光的游客造成了不便。 

3.2.3农文旅融合程度不高 

古生村的农文旅主要体现在文旅的融合上,古生村是一个

白族村落,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且村子里有着独特文物古

迹,但没有很好的开发利用起来,仅停留在观光游玩的阶段。但

是与农业融合的不够,主要是因为古生村的土地均已流转出

去,村民只留有很少的自留地用以种植果蔬,由于土地的限制,

古生村不能开展农事体验类项目,从而限制了农文旅产业的

融合发展。 

3.2.4缺少特色旅游品牌,宣传力度不够 

提及洱海,大多数游客都会想到洱海周边的大理古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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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喜洲古镇等著名的景区,而对于古生村,游客知道的并不多。

其原因：一是因为古生村没有形成独具特色且辨识度高的乡村

旅游品牌[4]；二是因为古生村宣传力度不够,从而导致古生村旅

游观光的知名度不高,这也限制了古生村农文旅融合发展。 

3.2.5缺少相关人才 

自洱海治理以来,传统的经济作物种植不能满足洱海治理

的需求,古生村将土地流转给农垦集团进行绿色种植,居民收入

减少,村中大量青年人外出工作,留在村子多为不能外出工作的

妇女、老人、孩子,导致村子存在空心化风险。同时,古生村进

行农文旅融合发展,缺乏相关旅游相关的专业管理人才,未能对

各项农村休闲活动进行有效筹划和改进,未能发挥出古生村的

优势。 

4 促进古生村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4.1完善基础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确保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基础[5]。一方面,

由于事关洱海的环境保护问题,政府应提供政策上的指导,在划

定的环保红线范围内,指导村民改进民房,提升古生村旅游接待

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应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古生村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如停车场,公共厕所等设施,考虑到古生村距离洱海很

近,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古生村的污水、垃圾处理相关的设施。

使古生村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推进。 

4.2提高农文旅的融合程度,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由于古生村土地已经流转,鉴于这种特殊情况,要进行农文

旅融合发展。一方面,古生村委要积极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由

政府牵头协调农垦集团,开展稻田养鱼、稻田养蟹等具有特色的

绿色种养殖模式,以此为基础开展一些农事体验类项目,打造成

具有本村特色的农业产品。另一方面,发挥古生村历史文化优势,

将本主节、接姑婆、莲慈会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活动等融入

到旅游中,开展一些民俗体验活动,同时将村内的文物古迹利用

起来,比如可以利用古戏台结合民族文化开展表演类节目,让游

客可以更直观的感受白族的风俗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农文旅

融合发展。 

4.3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游客 

首先,要增强宣传意识,加大对于宣传工作的投入力度。其

次,采取多样化、专业化的宣传方式。一方面,打造具有特色的

网红打卡点,吸引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

进行宣传。聘请专业的宣传运营团队,将本村的村容村貌与具有

特色的民俗文化,拍摄成宣传视频,在各大网络平台进行发布,

以此来提升村子的知名度,达到宣传的目的。 

4.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助力农文旅融合发展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方面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一是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引进具有旅

游、农业、管理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才,加强地区人才队伍建设[6]。

在引进专业人才的同时还应重视外出务工的人员返乡,外出务

工的人员返乡可以填补本地区的劳动力空缺,提升当地服务质

量。二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人才引进不仅是引进来,更重要的

是引进来、留得住。三是开展培训,邀请专家对村干部、旅游从

业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能力。 

5 结语 

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个重要抓手,在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古生

村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绚丽的民族风情,成为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优势。然而,古生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却面临着环境保护、

基础设施、农文旅融合程度不高、缺少旅游品牌、宣传力度不

够、缺少相关人才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以及村委协同发力,

因地制宜地推动古生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古生村的环境保

护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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