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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融合视域下宁波市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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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农旅融合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和政策内涵，以往研究关于农旅

融合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对乡村振兴目标解读和对以往乡村发展逻辑与路径的反思，构建了农旅
融合的典型形式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之间的逻辑路径，并以浙江省宁波市多案例分析了农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多样而可行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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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s	a	solution	to	“three	rural	issue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has	been	endowed	with	a	new	historical	mission	and	policy	connotation.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relatively	few.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on	the	previous	logic	and	path	of	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ogical	path	between	the	typical	
form	of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alyzes	many	cases	i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Th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promotes	the	diversified	and	feasibl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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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旅融合趋势
（一）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
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
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三步走”的目标任务。2021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发布，同年国家乡村振兴局在北京挂牌成立。改革开放以来，乡村
振兴战略将国家发展的中心重新聚焦到广大的乡村地区，在此基础
上，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下的实现路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农旅融合的发展趋势
农旅融合，根本在农，特色在旅，追根溯源脱胎于西方国家

早期的乡村旅游和农业旅游。Hermans	（1981）提出农业和旅游业
的有效结合能促进彼此协同发展，[1]Weaver(1997) 认为农旅融合是
农业和旅游业融合之后形成的一种特色鲜明的新产业。[2] 国内对农
旅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涵盖了农旅融合概念内涵、融合模式、
发展路径、研究方法、融合作用和融合度等方面的探究。王慧（2015）
认为农业与旅游业这两个产业的关联度较高，因此两者具有较强的
融合可能。[3] 马贵奇（2018）认为农旅融合不仅是农业和旅游业融
合发展的一种模式，更是农旅市场紧密衔接的新型营销模式。[4]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多聚焦于
农旅融合的内涵、外延、途径、成效等方面，将农旅融合与乡村振
兴结合起来的研宄相对较少，特别是关于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人才
培养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关键指标契合度等
方面研究相对稀缺。

二、逻辑建构 ：农旅融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一）乡村振兴的目标解读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乡村地区综合发展的欠账

较多，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地区的发
展质量和水平，乡村振兴不仅是农村振兴、农业振兴，更是包括人

才振兴的广义上乡村的全面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内容涉及了乡
村发展中的经济、文化、生活、治理等多维层面的目标与诉求，[5]

其既是乡村振兴在各个维度的奋斗目标，也是乡村振兴最精准的评
价指标。

（二）农旅融合践行乡村振兴的逻辑建构
旅游的本质特征是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异地性”，	这

一属性决定了农旅融合必然会给农村带来相关要素的回流、主体的
重构、资本的涌入等一系列改变，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全方位
渗透到旅游业的发展之中。农旅融合不仅可以丰富农业业态，促进
农业产业提档升级，还可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面貌，提升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水平，积极推动乡村在地文化的复
兴和传承。[6]

本文主要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	“二十字方针”，其
中，“产业兴旺”强调乡村产业现代化，“生活富裕”	、“生态宜居”
强调乡村生活现代化，“乡风文明”	和“治理有效”突出乡村人才
战略的现代化。因此本文将重点就产业、生活、文化和人才四方面
展开分析，从地方的农旅融合实践出发，分析农旅融合对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的正向作用逻辑。

三、农旅融合推动宁波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案例解读
宁波市简称“甬”，取自“海定则波宁”之意，古称“明州”，

是全国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之一，也是浙
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埠以来，工商业是
宁波的特色名片，商业气息浓厚，民营经济发达一直是宁波市的典
型标签。近年来，随着农业转型升级和全域旅游的逐步推进，宁波
重点发展规模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提炼出了现代农业产业
园型、全域化生态旅游型、特色文化引领型、民宿产业集聚型等典
型农旅融合模式（见图 1），走出了一条旅游资源非优区通过农旅
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新路子，对国内相关地区的乡村振
兴探索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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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旅融合推进乡村振兴路径图
（一）基于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农旅融合模式，推进乡村产业现

代化
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指农业产业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的集聚，是

集农业生产与科技、生态、旅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
园区。2018 年，慈溪市创建了全国首批、浙江省第一个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慈溪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园总面积	15.5	
万亩，辐射周边 5 个乡镇。截至 2022 年初，园内有农业龙头企业
25 家，合作社 94 家，家庭农场 67 家，累计投入开发资金	60	亿元，
累计引进国内外大中型企业	51	家，走出了一条基于现代规模农业
带动农旅融合，通过乡村振兴人才集聚实现乡村产业现代化，进而
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径。[7]

该模式主要特点为“1+X”，即依托现代规模农业，按照“全域
产业化、全域生态化、全域景区化”的建设目标，重点打造“一区多
平台”。具体来说，主要通过“一个现代农业开发区+多个主题性农
业园”，构建龙头型农业企业、区域性农业合作社、专业性家庭农场、
个体农户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同时，园区通过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合
作，校企共建现代化产业学院和各级各类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不仅
保证产业园区的人才供给，也直接培养了一大批推动乡村振兴的专业
人才。目前，宁波市已先后建成宁海县、象山县、余姚市等多个现代
农业产业园，农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及人才培养效果显著。

（二）基于全域化生态旅游的农旅融合，实现乡村生活现代化
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是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古朴村落，不仅

是联合国“地球生态 500 佳”的典型案例，而且先后获得了首批全
国文明村，全国环境教育基地，全国生态示范区等 40 多项国家级
荣誉，被江泽民总书记亲切誉为“一个了不起的村庄”。2010 年，
宁波滕头村更是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进驻 2010 上海世博会“最佳
城市实践区”的乡村，走出了一条通过全域化生态旅游推动农旅融
合，实现乡村生活现代化，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径。

全域化生态旅游是指以生态理念贯穿于乡村旅游开发全过程
之中，以全域化生态旅游为主线，辐射联动农业开发的农旅融合
发展之路。滕头村一直将“生态立村“作为永续发展的主轴，1993	
年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村级环保委员会，对村里引进的各种合作项
目拥有一票否决权 ；而且先后制定了《村规民约》、《滕头人形象	8	
条准则》等约定，全面强化滕头村民的环保意识。1998	年，滕头
村先后建起了“江南风情园”、“农果采摘园“等 20 余处生态景观，
并积极与宁波市及浙江省相关高等院校合作，先后投入专项资金资
助村民赴相关院校进修，推动乡村旅游人才学院、冠名学徒制班等
项目培育人才。不仅为滕头乡村旅游的发展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
也让滕头村通过全域化生态旅游开发成功实现乡村生活现代化。

（三）基于特色文化引领的农旅融合，促进乡村文化现代化
宁波市余姚横坎头村位于梁弄镇西南部，因浙东区党委等旧

址而闻名，享有“浙东红村”之称。从 2003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对横坎头村提出建设“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样板镇”
的殷切期望，到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村全体党员回信	，勉励他
们传承好红色基因，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十几
年来，横坎头村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基于特色文化引领的农旅融合模式主要是依托当地的地域特
色，以特色文化联动农业和旅游开发，进而实现地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促进乡村文化的现代化。以横坎头村为例，其依托村庄深厚
的红色资源，例如中共浙东区委、浙东行政公署、浙东抗日军政干
校、浙东银行、浙东报社等旧址等，靠前谋划打造了浙东延安红色
文化学院和浙江四明山新希望绿领学院两个教学基地。基地教学充
分依托信息化优势，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红色文化领学平台，通
过结合全国范围内课程思政建设的热潮，依托两个红色教学基地平
台培养乡村振兴专门人才并辐射全国。红色文化引领的农旅融合模

式，不仅为本地发展育才储才，也显著推进横坎头乡村文化建设的
现代化进程。

（四）基于民宿产业集群化的农旅融合，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
象山县沙地村座落于大明山脚，众山环绕，绿树成荫。十几

年来，沙地村先后建成了近百家民宿，不仅促成了本地人才的回归、
村民素质的提高，而且吸引了几百名外来新乡民在村庄创业就业，
引入了省内外多家旅游院校在村庄建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沙地村
通过民宿产业集群化发展，不仅推动了农旅融合，而且让更多本地
村民和外来新乡民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和利润共享，有效提升了乡村
治理的现代化。

在推动沙地村民宿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沙地村党支部充分
发挥了核心和引领作用，按照党员自身特点，组建成了种养、合作
社、营销小组，带领全村群众进行致富“攻关”，并在困难项目上
先行先试。在沙地村民宿产业集聚效应逐渐显现，更多村民投入民
宿和农旅融合的过程中，当地又充分激发本地村民和外来新乡民的
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先后成立民宿协会、新乡民联谊会等民间组织，
积极推动“村民说事”制度在沙地村务管理中的贯彻落实，协调各
方资源共同推进沙地村旅游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显著提升乡村治理
现代化的水平。随着沙地村民宿经济、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人
才的需求日益迫切，通过校企合作项目、本地专项协会等平台资源，
先后吸引和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之中，为本地乡村振
兴工作提供了稳定的人才资源。

四、结论与讨论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旅融合的深化和拓展显著拓宽了

旅游资源的开发渠道，带动了在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和培育了
一大批投身乡村旅游事业的专门人才，进而在不同层面推动了乡村
振兴的落地实施。本文通过对宁波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域化生态
旅游、特色文化引领、民宿产业集群等四种典型农旅融合模式的梳
理，构建了基于农旅融合的乡村产业现代化、乡村生活现代化、乡
村文化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之间的
逻辑关系，凸显了不同类型的农旅融合均能有效吸引和培育乡村振
兴的专门人才，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农旅融合能够系统性推动乡村振
兴的可行性，也为国内相关地方的乡村振兴探索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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