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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已久的大景区，或因自然风光独特，或

因人文历史厚重，或因投入巨资打造。如果说传

统景区是“大家闺秀”，那么近年来遍地开花、扎

根乡土的乡村游则是“小家碧玉”。

在旅游选择日益多元的消费格局中，“小家

碧玉”靠什么与“大家闺秀”同台竞技？在乡村旅

游中曾普遍存在的同质化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如

何避免？在北方地区，乡村旅游“忙三四个月、歇

大半年”的淡旺季分明困局又该如何破解？

今年一季度，河北省旅游业成绩亮眼：全省

旅游业接待游客达 6076.7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0.35%，实现旅游总收入 573.74亿元、同比增长

86.94%。在公布这组数据时，河北省文化和旅游

厅专门提到乡村旅游的贡献：通过引导乡村旅游

与农业产业有机融合，有效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延长产业链条，全省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实现“点状”向“片区化”跨越。

近期，经济日报记者选取河北省太行山区的

部分乡村走访调研，实地探访乡村旅游的养成

之道。

大小之间看互补

既背靠大树，也自育新业

依托周边传统景区办农家乐、民宿，发展休

闲采摘，是很多乡村旅游起步阶段的业态。在这

种模式下，乡村旅游与景区游是依附关系。在河

北省赞皇县黄北坪乡松会村，近几年兴起的葡萄

采摘游正是由此而生。

松会村地处太行山南麓深山区，是一个只有

43 户 143 人的小山村。2015 年，为发展脱贫产

业，松会村开始小规模种植葡萄，当时只有“玫瑰

香”“夏黑”等两三个品种。

“村里靠近棋盘山和嶂石岩两大景区，路过

的游客多，偶尔会有人来村里采摘葡萄。”松会村

党支部副书记李建忠回忆说，看到这个机遇后，

村里将 98亩水浇地全部种上了葡萄。随着游客

越来越多，新问题出现了：松会村种植的葡萄品

种较少，只够采摘一个多月。于是村里决定增加

品种，目前已有 10个不同品种的葡萄，可满足游

客从7月份到11月份的采摘需求。

随着采摘游的兴起，松会村与周边景区的依

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以前是游客去景区顺路

来摘葡萄，现在都是专门来采摘游玩。”李建忠

说，如今的松会村是远近闻名的葡萄专业村，每

年群众自产的 30 万斤葡萄不用找客商走市场，

全部靠游客采摘消化。

赞皇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立芬认为，大

景区与乡村旅游其实并非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

系。“一般知名的大景区接待长假游、跨省游比较

多，而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目标游客很明确，就

是石家庄市和周边城市的市民。”做精做细周末

游、短途游更适合乡村旅游的发展。

记者从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河北省

85%的旅游资源集中于贫困山区。“十三五”时期

以来，河北省已有 1650个村、5400余家企业发展

乡村旅游，累计带动 793个贫困村近 20万贫困人

口脱贫增收。

位于邯郸市的涉县境内既有红色经典景区

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也有 5A 级旅游景

区娲皇宫。在涉县井店镇刘家村，当村党支部书

记刘香太说“村里去年游客接待量达数十万人

次”时，记者有点怀疑：“游客到你们村来看啥？”

粗略看去，眼前的小山村并没有特别的景色，只

是建在山坡上的房子看起来错落有致。

“别说你不信，2018 年我们打算做旅游的时

候，村民们也不信。”刘香太带着记者一边沿着石

头小路往山上爬，一边介绍说，之所以选择发展

乡村旅游，就是想挖掘村里的“穷资源”，留住过

路的游客。刘家村 600多口人，只有 400亩耕地，

全在山坡上，而且都是小地块，种小杂粮、花椒等

农产品。

如何将这些“穷资源”盘活？刘香太告诉记

者，2019年 1月，刘家村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先

后打造了几间民宿，修建了停车场，办起了大伙

房。去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周边游、短途

游备受热捧。刘家村也逐渐火了起来，旺季时每

天有90多辆旅游大巴开进村里。

“游客来我们村，主要是爬山、体验农耕生

活。”刘香太说，山坡上用石头圈起来的小块地分

布在农宅周围，虽然不适合开展农业生产，但对

城里人却很有吸引力，“有的地块不到一分地，种

上家常蔬菜瓜果，就像游客自家的小菜园，参与

感很强”。

在村旅游开发公司带动下，目前刘家村已有

30多户村民发展餐饮和住宿，有 300多人从事旅

游行业。今年，刘家村又在村里住宅对面的山上

建了 12 座小木屋和几处咖啡馆、小酒吧。“晚上

住在山里，吃着农家饭，看对面村庄的大红灯笼，

是一种别样体验。”刘香太说，乡村旅游没有大景

区得天独厚的资源，要吸引游客，就得“小而精”，

让人“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区域之内看错位

十里不同景，村村不同品

在较小的区域范围内，很多旅游村落大同小

异，同质化竞争严重，有时甚至会出现互相抢客、

低价揽客等恶性竞争。在太行山里星罗棋布的

村庄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位于涉县更乐镇的大洼村距离刘家村不到

5 公里，同样是发展乡村旅游，这两个村庄不仅

没有“打架”，在旺季人多的时候，还互相分流游

客。两个村庄的和谐相处来源于错位发展。更

乐镇旅游开发公司经理刘晓辉说，“两村发展旅

游的侧重点不同，刘家村以爬山和农耕体验为

主，大洼村则以石头古民居游览参观为主”。

大洼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村内石头砌成

的古民居保存完好，极具特色。2016年大洼村被

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几年，更乐镇

对大洼村内的 30余间年久失修的空心古宅进行

原汁原味修缮，并修复了 1000 余米破损严重的

石板街，恢复了大洼的古村古貌。

即便是农耕体验，两村之间也有差异：刘家

村发展的是小地块种植采摘，而大洼村则是吸引

游客体验驴拉磨、打井水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驴拉磨可以现磨现卖，使游客们既能观赏到原

汁原味的生产过程，又能品尝到传统方式现磨的

玉米面、白面。”刘晓辉说，传统的民俗文化、农耕

文化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也吸引着各方

游客前来追忆乡愁，品味乡愁。

太行山绵延数百公里，在河北

省境内分布着众多红色旅游资源和生态观光资

源。为将太行山打造成高质量的旅游产业聚集

带，河北省通过高速引线和国省干道连通太行山

区各县（市、区）城镇、特色小镇、产业园区、文化

旅游景点，形成绿水青山连绵、文化绚烂多彩、产

城融合互动的太行山绿色发展轴。

在平原地区，以种植业、畜牧业为主导产业的

地方，离不开规模化发展，往往靠“一县一业”甚至

是“一县一品”来实现农业产业化，但是在山区发

展“农旅融合”，精品农业、体验农业更具活力。

在赞皇县黄北坪乡，采摘农业成为山区群众

发展旅游的重点支撑。“我们乡有采摘农业面积

1 万亩，每个村又各具特色，一村一品。”黄北坪

乡党委书记曹冬敏介绍，除了松会村的葡萄产

业，全乡其他村庄还有大枣、板栗、核桃等特色农

产品，可以形成“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果、冬赏

雪”的旅游格局。同时，游客在旺季时来黄北坪

各村，还可以预订“溜达鸡”“散步猪”等，养殖户

一般在春节前发货。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除了旅游产品供给差异

化发展之外，管理机制的完善也是避免乡村旅游

恶性竞争的重要保障。在乡村旅游的起步阶段，

之所以出现一片“乱战”、肆意调价等无序竞争现

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缺少完善的运营机制。

目前，河北省大部分村庄的旅游业都有运营

主体，有的是村集体自办企业，有的是引入外部企

业，有的是乡镇或县级政府设立企业统筹经营。为

优化旅游管理机制，更乐镇今年 2月份组建了旅

游开发公司，负责大洼村和周边村庄的旅游经营。

“我们之所以成立公司，就是为理顺管理运营

机制，通过市场化运营破解管委会模式的弊端。”

刘晓辉分析认为，挖掘村级旅游资源，不能走大景

区管委会的管理模式。由于村委会或者管委会不

是市场主体，在运营过程中涉及投资、建设、规划、

收费、利益分配等环节时，受限较多。而企业化经

营，不仅可以有效整合旅游资源，把劳动力吸引到

旅游产业链上来，而且可以规范市场行为，避免分

散经营的农户随意抬价、压价。

全季之时看延伸

拉长旺季，缩短淡季

地处太行山深山区的涞源县，旅游资源丰

富，白石山、空中草原、仙人峪等自然风景区景色

优美，但受季节影响较大，冬季是旅游淡季。

如何破解淡季瓶颈，让冬季旅游“热”起来？

2017年，涞源县抓住国家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机

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冰雪资源，将旅

游产业与冰雪运动融合，走出了一条特色旅游

发展之路。

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单位，涞源县推动旅游业从游

山玩水向运动健身延展。2017 年

底，拥有三大滑雪娱乐公园和

三大高山滑雪区的滑雪

场——七山滑雪场在涞源县投运。2018年年初，

该县举办了首届滑雪节，冰雪产业开始形成规模。

“以前常年在外地打工，滑雪场建起来后，我

在滑雪场找了份工作。”涞源县西龙虎村村民梁

丽娟如今有两份收入：平时在滑雪场打工，自家

还经营着农家乐。梁丽娟说，当初开农家乐就是

看准了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2019年，她在自

家大院里盖起客房，冬天有来滑雪的游客入住，

其他时候有附近白石山景区的游客，15间客房经

常爆满，一年能增收七八万元。

涞源县还根据不同游客需求，不断拓展冬季

旅游项目，涵盖冰雕展示、冰雪互动娱乐和温泉

休闲等诸多内容，吸引了大量游客，“冰雪游”已

成当地的消费热点。“春节期间，雪场每天接待游

客量最高达 8000 人次，对涞源县冬季旅游带动

明显。”七山滑雪场负责人赵展琨说，去年，滑雪

场营业额达 4780 万元。同时，滑雪场还解决了

周边山村近500人的就业。

但冰雪经济业态并不能覆盖所有旅游村，记者

在走访中了解到，破解淡旺季分明的难题，很多地方

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尽可能拉长旺季，缩短淡季。

大洼村“里山沟客栈”的经营者张海兰告诉

记者，现在的淡季只是“相对淡季”，而不是绝对

没有游客的淡季。“我们客栈一年到头都有客人，

旺季时每天有 1万元左右的收入，淡季至少也有

一两千元。”在张海兰看来，现在很多游客到山村

旅游，并不是只为看风景，也为寻找一块安静的

地方享受其中。季节对出游的影响也相对减弱，

在有的游客眼里，冬季村庄的气质更具吸引力。

此外，在冬季也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招揽游客。刚

刚过去的农历春节，大洼村的民俗展演吸引了10

多万名游客前来参观。

为延长旅游时间，赞皇县在全年举办各类旅

游节庆活动，丰富农产品品种，实现错季成熟，形

成了“全年有活动、月月有亮点”的节庆旅游模

式。“从春天的杏花节、梨花节，到夏天的樱桃、葡

萄采摘，再到秋天的苹果采摘，都能吸引游客。”

赞皇县文旅局局长刘世彬说，

这些节庆活动从 3 月份开

始一直延续到 11 月底，

再加上春节期间的各类

活动，基本破除了过

去 的“ 绝 对

淡季”。

农 旅 融 合 路 渐 宽
——河北太行山区乡村旅游发展调查

不同于传统旅游景区的“大家闺秀”，乡村旅游更像一个“小家碧玉”。“小家碧玉”靠什么与“大家闺秀”同台

竞技？乡村旅游普遍存在的同质化竞争、淡旺季分明等又该如何破题？河北太行山区的乡村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自育新业、错位发展、拉长旺季，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大洼村的古村落里大洼村的古村落里，，石房石院错落有致石房石院错落有致。。 王王 欣欣摄摄

对于太行山里的人来说对于太行山里的人来说，，山还是同山还是同

样的山样的山，，人还是同样的人人还是同样的人；；不同的是不同的是，，人人

的观念变了的观念变了。。如果只是守着山地种粮如果只是守着山地种粮

食食，，糊口尚且紧张糊口尚且紧张，，何谈增收何谈增收？？换个思换个思

维维，，让绿水青山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资让绿水青山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资

源源，，那就是稳定增收的金山银山那就是稳定增收的金山银山。。

对于打造产业的人来说对于打造产业的人来说，，旅游业还旅游业还

是旅游业是旅游业，，种植业还是种植业种植业还是种植业；；不同的不同的

是是，，乡村产业之间的界限已没有那么明乡村产业之间的界限已没有那么明

显显。。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既要做好旅游既要做好旅游，，也要立足也要立足

乡村乡村。。如果各个产业单打独斗如果各个产业单打独斗，，互相争互相争

抢资源要素抢资源要素，，还可能出现乡村产业的内还可能出现乡村产业的内

耗耗。。走农旅融合发展的路子走农旅融合发展的路子，，培育出各培育出各

个产业个产业““你中有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中有你””的共生局的共生局

面面，，则能优化资源配置则能优化资源配置，，放大组合效应放大组合效应。。

不管是改变人的观念不管是改变人的观念，，还是优化产还是优化产

业模式业模式，，发挥乡村旅游的优势都要立足发挥乡村旅游的优势都要立足

““小快灵小快灵””的特点的特点。。小小，，是因乡村旅游资是因乡村旅游资

源源““点多面广点多面广””，，比起一些大景区动辄上比起一些大景区动辄上

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投资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投资，，乡村旅游单乡村旅游单

个项目调动资源少个项目调动资源少，，易挖掘易挖掘、、易培育易培育；；快快，，

是乡村旅游项目投资周期短是乡村旅游项目投资周期短、、见效快见效快，，得得

益于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改善益于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农

家乐家乐、、民宿民宿、、采摘园投运后基本能实现当采摘园投运后基本能实现当

年获益年获益，，而投入巨资打造的大景区而投入巨资打造的大景区，，可能可能

需要若干年才能收回成本需要若干年才能收回成本；；灵灵，，相对一些相对一些

大景区厚重的管理体系而言大景区厚重的管理体系而言，，乡村旅游乡村旅游

管理机制更灵活管理机制更灵活，，县乡一级就能做统筹县乡一级就能做统筹

规划规划，，具体运营村里和企业就能说了算具体运营村里和企业就能说了算，，

省去了层层审批省去了层层审批、、多个多个““婆婆婆婆””插手插手、、多个多个

主体参与分配的麻烦主体参与分配的麻烦。。

做精做细做强乡村旅游做精做细做强乡村旅游，，必须发挥必须发挥

好好““小快灵小快灵””特点特点，，做好做好““精特多精特多””文章文章。。

精精，，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所在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所在，，并非盲目走并非盲目走

高端化路线高端化路线，，也不需要浓妆艳抹也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是发而是发

挥挥““小家碧玉小家碧玉””的天然优势的天然优势，，略施粉黛就略施粉黛就

能将旅游服务做得更精心能将旅游服务做得更精心，，将旅游产品将旅游产品

做得更精致做得更精致，，靠原生态的淳朴吸引人靠原生态的淳朴吸引人，，靠靠

浓郁的乡土气息打动人浓郁的乡土气息打动人；；

特特 ，，是 乡 村是 乡 村

旅 游旅 游

的立身之本的立身之本，，并非特立独行地剑走偏锋并非特立独行地剑走偏锋，，

也不用刻意迎合城市游客的需求也不用刻意迎合城市游客的需求，，丧失丧失

乡土本色乡土本色，，而是要挖掘好独有资源而是要挖掘好独有资源，，保持保持

原汁原味原汁原味，，一棵树一棵树、、一座桥一座桥、、一院房子一院房子，，都都

可能成为下一个可能成为下一个““网红打卡地网红打卡地””；；多多，，是乡是乡

村旅游的壮大之基村旅游的壮大之基，，并非一窝蜂地铺天并非一窝蜂地铺天

盖地盖地，，也不是面面俱到地做大杂烩也不是面面俱到地做大杂烩，，而是而是

在各具特色的基础上遍地开花在各具特色的基础上遍地开花，，广泛盘广泛盘

活各类要素活各类要素，，丰富旅游供给丰富旅游供给，，让资源让资源、、人人

员员、、产品聚集到产业链上来产品聚集到产业链上来，，凝聚起产业凝聚起产业

融合发展的动力融合发展的动力。。

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接地气接地气、、有灵气有灵气，，才才

能 聚 得 起 人能 聚 得 起 人

气气，，也才会有也才会有

发展的底气发展的底气。。

立足“小快灵”做出“精特多”

大洼村的石板路大洼村的石板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发明陈发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