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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乡村赏花游以花兴旅、以旅兴产，逐渐

成为各地发挥生态资源优势，促进乡村旅游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全面总结了近年来成都“赏

花经济”的实践探索，并分析了在赏花旅游规划、文旅

资源挖掘、产业链延伸拓展、营销推广创新、场景业态

丰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优化路径。

“赏花经济”赋能乡村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成都实践

“ 花 重 锦 官 城 ” 辉 映 古 今 ， “ 二 月 花 市 ” 久 负 盛

名，成都人赏花历史绵延千年。近年来，成都通过打造

多 样 化 赏 花 旅 游 目 的 地 、 多 渠 道 多 层 次 宣 传 乡 村 赏 花

游、探索“乡村赏花+”融合业态等方式积极发展赏花经

济，“以花为媒、以花聚人”，持续释放赏花红利，增

加赏花产值。

（一）打造多样化乡村赏花旅游目的地

在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成都强调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注重城市建设与山水自然禀赋相融合，

整合赏花旅游资源、设计赏花旅游路线，推动农村变景

区、田园变公园，打造了一幅“岷江水润、茂林修竹、

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的公园城市乡村赏花旅游图景。

例如，成都崇州市整合油菜花、樱花、海棠花等赏花旅

游资源举办赏花节，2024年3月共接待游客410余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30余亿元；成都新津区以桃花、绣球

花、玫瑰花、荷花多种花卉为载体打造占地3000余亩的

都市农业主题公园，最高一年吸引游客达150余万人次。

“赏花经济”逐渐成为成都推动公园城市建设、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

（二）多渠道多层次宣传乡村赏花游

成 都 通 过 多 渠 道 、 多 层 次 、 流 动 与 固 定 相 结 合 的

赏花社会宣传手段，及全方位、多视角、高密度的赏花

新闻宣传报道，既充分展示了公园城市乡村生态景观，

“赏花经济”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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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成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城市建设与

山水自然禀赋相融合，整合赏花旅游资源、设计赏花旅游路线，推动农村变景区、田园

变公园，打造了一幅“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的公园城市乡村赏花

旅游图景。在大力发展乡村赏花游的同时，植入商务、双创、康养、赛事、度假等现代功

能场景，探索乡村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路径，塑造了农商文旅体融合的赏花经济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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