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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the major decision-making and deploy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for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the general grasp of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In this context,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village tourism must closely focus on the theme of the era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
lizatio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Dongqiao of Wuxi 
County, Chongqing, deeply considers the principles, ideas, positioning, mode selection and project 
planning of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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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此背景下，村域旅游发展规划必须紧紧围绕着乡村振兴战略这一

时代主题进行认真研究，本文将以重庆市巫溪县东桥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为案例，深入思考在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的原则、思路、定位、模式选择与项目策划等，以期对村域旅游发展

规划提供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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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

在我国“三农”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1]。而目前不少农村地区以乡村旅游作为抓手，以此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本文以重庆市巫溪县东桥村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为案例，深入思考在乡

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制定村域旅游发展规划的一些问题，以此来促进该背景下，该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

最终力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2. 规划概述 

2.1. 规划区位置 

东桥村位于巫溪县胜利乡，位于重庆市东北部，距离重庆主城区约 300 公里；紧邻红池坝国家森林公

园，直线距离约 8 公里；距离猫儿林场约 35 公里；距离阴条岭自然保护区约 60 公里；距离巫溪镇区及其

周边景点约 50 公里；周边交通较为便利，距离 102 省道约 7 公里，距离通往红池坝的一级公路约 4 公里。 

2.2. 基础现状 

全村现有 443 户共 1093 人。现有宅基地 310 亩，基本农田 147.53 亩，全村水利资源丰富，4 处主要水

源全年不枯竭，境内河道全年不断流。全村森林覆盖率高。现存一定数量的特色建筑相对集中或分散在村域

内，村内地理景观丰富，有梯田、溪流、林地、菜地等山地特色田园景观，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条件。 

3. 规划目标与发展思路 

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以旅游发展为契机，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追求，根据循环经济理论明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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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发展。规划一条主线、两种定位，针对不同市场差异化

发展的思路。具体为： 

3.1. 一条主线 

围绕现存特色土墙房打造隐居避世的特色精品民宿群。以精品民宿为核心吸引物，以此带动农村产

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目标。 

3.2. 两种定位 

山上农居聚落打造大众精品农舍、山下独立农居打造简奢概念的“奢舍”，针对不同市场差异化发

展。精品农舍，主要追求差异化发展，区分客户群体。房间配备现代化洗浴设施、床品、采暖设备等；

共享空间凸显农舍原生态风貌。隐居奢舍，共规划 12 个院子，不同风情主题。一户一院、环境清雅、私

密度高；设计感强、主题性高；房间设施按高端酒店配置。 
这两种定位的民宿均强调就地取材、避世养生的发展概念，开垦菜地专供民宿客人食用，高山牛羊、

走地鸡、野兔等食材可大力推广。现有的花椒、油橄榄、马铃薯、玉米可入菜推广给客人食用，也可以

让游客将这些产业作为旅游商品带走。让游客在此共享当地美食、土特产、民俗文化等特色体验，同时，

共享水果和花卉、绝美梯田风光，并且可以共享旅游综合服务。 

3.3. 七大功能结构分区 

本规划将巫溪东桥村分为 7 个片区，实现不同的旅游功能。 
第一片区“奢舍”(十二个院子)，主要包括乐水居、印秋居、浮光居、流水居、听风居、拂晓居、逸

水居、随风居、知春居、醉夏阁、流光居、凌风居等十二个院子，这十二个院子体现出来不同的主题，

要求一户一院、环境清雅、私密度高，突出较强的设计感，所有房间的设施按高端酒店进行配置。 
第二片区梯田里的房子，这一片区主要营造梯田景观与建筑相互融合的特色组团，可以打造特色餐

食、梯田茶饮等，成为观景、摄影的绝佳场地。建筑取材于当地土坯和木材，结合轻钢结构打造适合巫

溪本地的民居。 
第三片区田园综合服务街，这一片区田园综合服务街主要解决游客的一般旅游服务需求，如餐饮、

游憩、补给和卫生间等，提供方便的路边停车位，为最广泛的游客提供基础服务。 
第四片区游客接待中心，这一片区游客接待中心为智慧旅游提供场所，通过定位和模拟展示为游客

制定个性游线，并提供预定民宿、提供餐饮定桌、耕地认领的各类服务。 
第五片区为“四季”花街，这一片区沿着蜿蜒的山路，两侧分片种植花期不同的地被花卉，成为一条

观赏性极强的。规划四片种植区：分别种植花期分别为 5~10 月的波斯菊、5~9 月金鸡菊、6~8 月的柳叶马

鞭草、3~8 月的虞美人，3~5 月的紫色花二月兰。花卉区域内穿行一条弯曲的花街小径，以便徒步观赏。 
第六片区为精品农舍区，这一片区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多组团精品农舍区，提供亲近自然、

享受自然的绝佳体验地；提供完善的民俗服务，为每一个顾客提供舒心感受。 
第七片区为大地景观区，这一片区通过梯田、花海为主的大地艺术形式，打造大地景观区，布局梯田

种植区、稻草人活动区、儿童活动区、桃花水岸、梯田里的房子、观景长廊等功能板块丰富区域业态内容。 

4. 开发模式的引导 

4.1. 联合开发的模式 

通过联合开发的模式，开展精品民宿的建设，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土地作价入股，引入专业

建设运营团队共同开发精品农舍，后期运营收益返还建设运营成本及土地作价入股收益[3]。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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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joint development mode 
图 1. 联合开发模式示意图 

4.2. 产权酒店开发模式 

通过产权酒店模式[4]，开展隐居奢舍的建设。引入投资建设资金，村民集体土地作价入股，共同完

成隐居奢舍建设；引入专业酒店物业管理团队，负责隐居奢舍的日常管理与运营；与购房者签订房屋买

卖和租赁合同，房屋所有权归购买者，房屋交给专业酒店物业管理团队，购房者与酒店物业管理团队约

定后期收益分成模式，同时能获得一定时期的居住度假时间。购房者购买资金返还前期建设及土地投资

收益；酒店物业管理团队获得后期运营服务收益。 

4.3. 特色农业品牌开发模式 

通过互联网+农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由于，本地的高山蔬菜和高山养殖产品由于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气候条件，具有优良的品牌，可以通过品牌的打造，提升其产品的含金量。一是利用生态有机理念，

营销包装，打造自有特色高山养生农产品品牌。二是通过互联网打造农产品新流通方式，助力农产品电

子商务建设行动，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实现农产品增值，促进农民增收。三是集中打造基于“互联网+”
的农业产业链，积极推动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的互联网化，助力休闲农

业和一村一品快速发展，提升农业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和文化价值。 

4.4. “1 + 3”乡村旅游运营开发模式 

以有机农产品及良好的生态本底为基础，以观光采摘、休闲度假、养老避暑功能为发展核心，快速

发展当地乡村旅游业。有机农产品及良好的生态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最基础的条件，只有良好的生态配合

有机农产品才能起到游客对乡村旅游的向往，但单纯的生态和农产品并不能化成为旅游产品，因此，需

要进一步强化旅游导向的产品建构，在巫溪县东桥村，根据其产业发展现状及区域客源市场现状，可以

打造观光采摘这一特色产品，这一产品可以很好地将生态资源与有机农产品作结合，游客又有极强的体

验享受；休闲度假是未来旅游发展的趋势，乡村依托自己的良好生态环境，可以完全提供这一产品活动

空间；由于东桥村所处位置，也可以结合气候资源，提供养老避暑的旅游产品，获得市场的追捧。 

5. 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促进乡村振兴 

在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的同时，始终把握住乡村振兴的理念，将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落实到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的各个环节，紧紧围绕东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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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民宿业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的目标是通过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时，对旅游产业定位实现的。主要是突出的乡村民宿群的建

设，并以此来带动当地品牌农业的发展，通过第三产业的兴旺连动第一产业，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 
生态宜居的目标是通过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功能区划定时，充分考虑乡村生态建设促进的。本规划的

七大功能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个是民宿群，所有的民宿均以发掘现状特色建筑为主，保

持原有风貌基础上，采取有机更新。对特色鲜明、结构完整的建筑进行保留改造；对具有一定特色，结

构相对完整的建筑进行改建、扩建；对风格不统一，结构质量相对较差的建筑进行拆除。另外一个是四

季花街，四季花街突出的就是鲜花的种植，包括了各季节的鲜花，还有一个是大地景观，也是对大地资

源的利用。农业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上

述三个方面的功能均为实现生态宜居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乡风文明的目标是通过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强化软环境建设来促进的。乡村旅游在开发的同时，

为了能够吸引广大的游客，一定需要深入挖掘本地的农耕文化，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而促使乡风文明[5]。 
治理有效的目标是通过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对乡村治理改革、旅游管理体制建立来促进的。在乡村

旅游发展的模式中，提供了四种可开发的模式，这些模式都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可以促进不断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最终促进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目标是通过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对旅游产业、旅游+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来促进的。

乡村旅游的发展最终的受益的还是当地村民，只有通过科学规划，不断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实现乡

村旅游大发展，最终实现生活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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