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家明

张辉（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交
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院长）：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乡村旅游形成了新的发
展趋势。乡村旅游的空间形态、产业形态、旅游环境治
理、投资主体、旅游品质、贡献力等方面，在不断发生变
化。如今，乡村旅游不仅仅是一个旅游产品问题，也不
是乡村旅游如何适应旅游市场需求的简单问题，而是
一个旅游社会形态和发展方式的问题。下一步，如何
建设乡村旅游目的地、如何发挥市场主体的力量来推
动乡村旅游发展、如何完善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制度
与法律体系，破解这三个难题将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
关键。

吴必虎（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

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文旅产业的兼容性特征，
会联动休闲农业、特色手工业、健康产业、民宿微度假
产业、文创产业等产业，形成融合发展。为了丰富乡村
多元化体验，建议深入挖掘当地山水风光、民俗文化、
边关风情、建筑群落、名人名居等资源条件，开发更符
合现代游客休闲度假、旅居康养、星空旅游、田野研学
等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服务，实现差异化发
展；鼓励和引导景区创新发展沉浸式演艺、沉浸式展
览、沉浸式游戏等沉浸式体验型文化旅游消费项目，丰
富体验内容，提升创意水平；打造开发夜游、夜集、夜
娱、夜秀等夜间消费产品和服务，提高过夜率和出游时
长，为游客提供更加多元的旅游体验。

刘家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乡村景区化建设是乡村实现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道

路。乡村建设与旅游景区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及
同步管理，形成“以景带村、以村实景、景村互动”的发
展模式。微度假旅游目的地满足了旅游者享受乡村

“慢生活”的需求，属于“返璞归真”“记得住乡愁”的乡
村度假体验，也就是旅游生活化，需要传统与时尚的兼
容形象与文化。乡村微度假恰恰可以应对常态化旅游
新变化，且有足够的容量，可以形成可观的消费规模，
是中国文旅转型、升级、发展的可能！

蔡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工商管理
学院教授）：

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名单，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累计达到4068个。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种养、特
色食品、特色手工业、特色文化、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

具有很强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成为促进农业
多环节增效、农民多渠道增收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政策引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吴俊江（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党委副书记）：
明月村通过五条发展路径推动乡村振兴。一是筑

牢产业本底，坚持产村相融。二是着力人才引进，塑造
乡风文明，吸引150余名村民返乡创业就业，青年村民
们反哺家乡，展示出强劲内生动力。三是坚定文化自
信，建设美丽乡村，将文化传承与乡村建设结合，打造
明月村文化品牌，提升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品质。四
是夯实生态基础，做强产业支撑，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保护森林资源，优化水系、绿道，建设生态旅游厕所、生
态停车场，将道路建设对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的影响降
到最低。五是坚持组织引领，发挥示范作用，强化组织
保障，深化“一核三治、共建共享”新型基层治理机制，
助推组织振兴。

蒋晓锋（浙江谷堆乡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乡村不是一味的打翻传统，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

传承与创新。我们通过设立乡村振兴运营中心，进行
村+区块链资源整合；设立乡村振兴众创空间——青年
人的创客基地；引进青年创客；打造乡村美学生活馆；
制定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计划，培养造就一批有理论素
养、创新能力的乡村振兴人才。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把
当地农副产品以及加工的健康食品与旅游直接挂钩，
开发生产具有本地特色、令人感到自豪的产品，形成一
方特色产业，并使这些产品走向市场，因地制宜，转换
资源，提高村民参与性，促进村民就地就业，提高整体
经济收入。

陈奇（西南交通大学乡村振兴与文化旅游发展研究院
特聘研究员）：

我们为什么相聚在这里，是因为白帝城，是因为诗
歌。其实中国的诗歌，它最开始就是在乡村产生的，它
就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之余心情的一个抒发。我跟乡村
的缘分，实际上是和山水和诗歌有关的。每一个项目，
都与诗歌有关；每一首诗，都来自当地风物和人带来的
感动；每一首诗，都是慰藉与享受；每一个项目，都是爱
的流动。只要人振兴了，乡村肯定就会振兴的，所以我
们作为外来的团队或者是新村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
的是看见当地的美，看见当地的人性之美，看见当地的
人情之美，充分地信任当地的村民。

陈奇蒋晓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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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美好中国乡村旅游创新发展大会在奉节举办

共赴诗“话”乡村之约 共商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王琳琳 彭光灿 赵胤越 图片由奉节县文化旅游委提供

2023美好中国乡村旅游创新发展大会现场

开幕致辞

我们相聚在中华诗城重庆奉节，召开诗
“话”乡村——2023美丽中国乡村旅游创新发
展大会，这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生动实践，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务
实行动，是集中展示乡村新风采新面貌的重要
举措。

近年来，奉节县突出稳进增效、除险清患、
改革求变、惠民有感工作导向，聚焦产业、就业

“两个关键”，全力抓招商、抓项目、抓要素、抓
服务，努力开创“兴业兴城、强县富民”崭新局
面，加快建设长江经济带上的绿色生态强县和
区域性功能中心。

人文山水秀，醉美乡村游。
发展乡村旅游，是一项惠及城乡、造福百

姓的美好事业，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
奉节立足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坚持大保护、微
开发、巧利用，大力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形
成了以“三峡第一村”、青龙大窝、龙门客栈、龙
桥河等为代表的A级景区集群，乡村旅游已成
为奉节的一张靓丽名片，乡村的绿水青山正源
源不断变成金山银山。

未来，奉节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念好“山字经”，打好“生态牌”，深入挖掘特
色资源，精心打造旅游产品，加快完善基础
设施，持续扮靓乡村环境，扎实推进农文旅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
化新路子，努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美丽奉节乡村画卷。

——奉节县委书记 张果

4月11日，2023美好中国乡村旅游创新发展大会在
奉节举办，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三峡之巅、诗城奉节，围绕中
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话题，共赴诗“话”乡村之
约，共商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大会以“诗‘话’乡村”为主题，由中国旅游报社、重庆
市文化旅游委、重庆市乡村振兴局、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全国旅行商及投资商代表、重庆市高校代
表、四川省相关部门代表、奉节县相关部门、全国主流新闻

媒体代表150余人参加大会。
在大会签约仪式环节，《乡村共建 产业共赢——奉节

县文旅高质量发展企业战略合作协议》《三峡首站 诗画奉
节——奉节县文旅高质量发展旅行商战略合作协议》《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产学研用协同发展计划乡村振兴（奉节）实践
基地合作协议》等合作成功签订。

此外，作为奉节县积极融入巴蜀文旅走廊建设的重
要举措，成都市郫都区文体旅局和奉节县文化旅游委在大

会上签订《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会前，
奉节县已分别和四川省都江堰市、犍为县、大邑县、峨眉山
景区管委会签署了“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友好合作”协
议，将在游客互送、品牌互宣、营销互推、活动互访等方面
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落地见效。

据了解，大会期间将开展2023美好中国·走进诗城奉
节媒体采风活动，来自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等
全国主流媒体的代表将深入了解、传播诗城奉节的生态文

明之美、文化兴盛之美、经济发展之美、社会和谐之美、人
民幸福之美。

奉节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奉节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
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强大的声势、更务实的举措，推动乡
村旅游提质增效，全力开启奉节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诗“话”奉节

乡村旅游看奉节
“有诗有橙有远方”

躬耕于陇亩，采菊于乡野。层层叠叠的茶
树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青翠，茶农们在茶
园中穿梭，指尖翻飞，游客纷纷参与其中，在田
间尽情呼吸新鲜空气，体会采摘春茶的乐趣
……这是前不久五马镇樟木村采摘节的生动
场景。

近年来，奉节县积极创新，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壮大
生态产业。

按照“乡乡有特色、月月有节会”的思路，
全面升级采笋节、采茶节、李花节、油菜花节等
多个乡村节会活动，让广大游客在畅游连绵花
海、游园赏花的同时能够尽享乡村美食、体验民
俗文化。

依托大乡村、大田园、大生态的资源优势，
打造安坪三沱、白帝九盘、文昌田园、朱衣砚瓦
等多个农旅融合示范点，发展农家乐539家，形
成了一批集“品牌展示、休闲采摘、乡村旅游”为
一体的现代农业园。

当前，奉节通过深耕农文旅融合，把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走出了一条“有诗有橙有
远方”的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子。

嘉宾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