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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第七届“学术新苗”课题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四川省丘陵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主要挑战与路径

优化研究”

新时期四川乡村旅游发展的进展与展望
 吕卓凡　刘胜男　张卓尧　龙　蓥

近年来，四川乡村旅游发展出现了背景变迁、成效深化、路径创新的“三新”特

点，不仅夯实了旅游经济发展基础，使得乡村旅游产业活力持续释放，也成为四川经济

发展的有力引擎。在此基础上，四川需进一步提出乡村旅游发展新策略，以适应旅游经

济发展的条件转换与理念革新。

四川是旅游大省，发展乡村旅游能够充分利用

现存的宝贵旅游资源，不断在增加农民收入

数量、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建立农民主体性上谋求新突

破。进入新时代，四川已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持续

开展了一系列新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效。本文试

图在总结四川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的基础上，提出四川

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策略，以求实现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

耦合联动，推进四川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四川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背景

四川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省份，一直以其壮丽

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底蕴而闻名。近年来，四川的

乡村旅游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之下，经历着令

人振奋的变革。这一变革得益于党的十九大以来积极推

动的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的不断深化、和美乡村建

设的有效推进、全域旅游模式的蓬勃发展以及智慧旅游

方式的广泛应用。

（一）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发展战略，旨在实现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四川省

积极响应这一战略部署，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推动

农村产业升级、提高居民收入等一系列措施，有序推进

了乡村振兴计划，并且制定了《四川省乡村旅游提升发

展行动方案（2022-2025年）》，旨在培育一批度假乡

村，其中天府旅游名镇达90个、名村达150个，力争15个

镇（乡）、70个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名录。此

外，乡村旅游年度接待游客达4.2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

破3800亿元，直接带动100万以上农民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创业。

（二）城乡融合进程不断深化

城乡融合是四川乡村旅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深度融合促进了资源的双向流动，为

乡村旅游提供了更多机会。在城市的投资和技术流入乡

村同时，城市居民也前往乡村旅游，从而促进了农村产

业的多元化发展。这种互补性的城乡关系不仅带来了经

济效益，还推动了文化和社会的交流，有助于形成更为

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体验。与此同时，四川省大力推进

县域经济发展，2022年，四川13个区入围全国百强区，

入 围 总 数 居 全 国 第 四 、 西 部 第 一 。 县 域 经 济 的 蓬 勃 发

展，可以有效联动城乡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乡

村旅游提供了新动力。

（三）和美乡村建设成效初显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 “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和美乡村建设是乡村旅游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也 是 吸 引 游 客 的 重 要 抓 手 。 四 川 省 始 终 秉 持 高 质 量 发

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发展导向，紧扣“三农”

现代化发展愿景，大力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从

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

推进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打造了一大

批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型乡村，并形成了以乡村旅游、

运动康养、文化创意为一体的新产业。这些地方通过在

乡村自然属性和在地文化保持的基础上拓展乡村经营性

和消费性的文化生态潜能，不断实现乡村生活品质的提

升和乡村消费功能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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