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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面小康目标下“农业文化旅游业”带动阿坝州经济发展可行性
分析

王李敏　刘　星　周兰青　许翔燕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统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3

摘要：阿坝州作为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区域 , 同时高度依赖农业发展的区域 , 如何在提升农民增收的同时，实现以文化旅游业

为代表产业的高度发展，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将以阿坝州黑水县为例 , 通过对当地资源的整合分析 , 讨论关于

当地农业与文化旅游业的产业融合动力因素与阻碍因素。为此提出以下三个建议：坚持网络为媒介，扩宽游客市场；坚持

市场为导向，整合农业与文化旅游资源；坚持政策为支柱，加强农业与文化旅游业合作的建议，以此促进阿坝州黑水县农

业与文化旅游业产业的融合，实现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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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一年，在四川省第 42

次常务会议上阿坝州实现全域脱贫摘帽 , 但如何稳固经济发

展 , 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防止 " 返贫 " 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因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为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区县

发展的重要目标。阿坝州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自然资

源的区域，经济发展高度脆弱，本文在相关政策基础上研究

阿坝州黑水县旅游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当地旅游资

源来分析，以“农业文化旅游业”产业融合为突破口，形成

多维度的产业链，刺激内生动力，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一、阿坝州黑水县发展“农业文化旅游业”可行性资

源分析

1. 自然资源丰富

黑水境内主要有被称为 " 极地大本营 " 的三奥雪山 ; 奇

特的卡斯特景观 ; 我国 4A 景区的达古冰川 ;“八十里画廊”

之称的奶子沟彩林 ; 色尔古藏寨等独特的藏式民居 ; 雅克夏

国家森林公园等。黑水县属于季风高原型气候区，夏无酷暑 ,

冬无严寒，具备发展自然风光旅游地的气候、地理以及资源

的绝佳条件。

2. 历史与民族文化色彩浓厚

黑水县是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其中有著名的 " 芦花

会议 " 会址 , 红军长征革命烈士陵园以及红军翻越的 3 座大

雪山等革命史迹。除了红色文化的积淀，黑水县本身的羌藏

文化也足以吸引游客留恋。当地有独特的多声部、卡斯达温，

藏传佛教，咂酒文化等非常奇特神秘的民族文化。羌藏文化

与红色文化的撞击，使得当地发展了传承红色文化的“红色

昌德”主题旅游项目。

3. 农业资源多样

黑水县独特的气候使这里成为建立水果、干果和反季

节无污染蔬菜、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基地。在 2013 年，黑

水县提出“一沟域一体系、一沟域一主业、一沟域一特色”

的沟域经济发展思路，将全县 99 条沟谷划分成生态农牧温

泉沟、果蔬中蜂民俗沟、核桃香猪花海沟等 6 大沟域；发展

藏香猪、生态蔬菜、色湾道地药材等 6 大主导产业。

二、农业与文化旅游业融合动力因素分析

1. 内部因素

1.1 融合适配度高

融合的适配度主要是指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在资源、

产品、生产场景、互动空间、接待设施、文化氛围、市场等

的共享程度。黑水县农业的生产生活与文化旅游业在资源

和产品放发方面以及生产场景、互动空间和市场存在一种天

然的互补与共享关系。黑水县常住人口中藏族居民最多占

92%；羌族人口占 0.7%, 是一个典型的嘉绒藏族聚居县。红

军长征时期遗存的红色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碰撞形成独特的

民俗文化。例如阿尔麦多声部民歌、锅庄舞、卡斯达温舞祈

福、青稞砸酒酿造、藏靴制作工艺、金银属手工艺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活态展演充分展现了将农业的生产场景和自

然景观直接用于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展，为当地文化旅游发展

提供了基础条件。

1.2 产业融合发展

在 2019 年黑水县推进了晴朗扎窝万亩果树产业示范园

创建州级农业产业园，改建 24 个种养基地、56 个标准化养

殖场，建成“六大产业”联合社 6 家，培养家庭农场 28 家。

完成了达古冰川泉水的升级改造；升级藏香猪、凤尾鸡等屠

宰冷链项目；加快推进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建成，同时建成县级公共服务中心、仓储物流中心，配套建

设三个片区中心和 77 个乡村服务点。产业的不断融合，配

套设施的不断健全，政策的大力支持，工业结构的不断优化，

使得当地发展成本降低。因而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吸引了民

间投资，顺利推进了噶尔庄园茶窖精品民宿酒店的建设以及

“雅克夏雪山·涤心谷”民宿小镇的建设，为当地成为度假

旅游地提供有利条件。

1.3 大力推进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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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先修路。黑水县在 2019 年推进交通建设，投

资 9.03 亿，提升改造乡道 38.78 公里、村组道 134.77 公里。

在后期道路规划上，将川主寺至黑水至马尔康扶贫交线纳入

《四川山地轨道交通规划》；茂黑高速纳入《四川省高速公

路网规划（2019-2035 年）》。近年来政府大力的支持，道

路建设逐渐完善，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2. 外部因素

2.1 政策支持

自黑水县大力发展旅游业以来，上级领导高度重视，

编制完成《冰川彩林国际旅游目的地规划（2019-2030）》，

并投资了 1.07 亿元，实施建设三奥雪山旅游基础设施、奶

子沟彩林公园游客中心项目，同时完成阿依天籁生态综合治

理、红色昌德教育基地设施。大力发展以“农业 + 文化旅游业”

为中心的产业模式，国家的政策支持为当地的农业与文化旅

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大环境的支持，为农业与文化旅游业的融

合带来了新的机遇。

2.2 市场需求

据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 阿 坝 州 在 2018 年 接 待 游 客

2369.47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66.71 亿元，九黄机场起

降航班 332 架次，运送旅客 2.16 万人次，红原机场起降航

班 436 架次，运送旅客 2.77 万人次。巨大的游客量表明旅

游市场有巨大的需求。

三、农业与文化旅游业融合阻碍因素分析

3.1 产业延伸不足

当地农业作为独立行业发展，没有品牌特色的支撑，

很难扩宽销售渠道并带来附加的价值；且大多数为农户自产

自销，因此紧靠单一贩卖农产品不能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而当地的文化旅游业周边却因为没有特色的产品、具有特色

的体验活动，只能提供相对单一的住宿与观光服务，缺乏了

吸引力。其次当地的农业与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

平衡。相较于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当地的农业大部分发

展仍然相对落后。相较于已经形成一定体系的文化旅游业来

说，当地的农产品还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如果能将两个行业

结合发展，丰富产业链的同时也能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3.2 品牌知名度不足

虽然黑水县一系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

但没有一样特色品牌，很难吸引游客。首先这是因为对当地

的产品开发深度以及产业链的延伸不够，缺乏对当地自然生

态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导致当地产

品存在同质化，产品形象也较为单一。其次当地也缺乏具有

当地特色的休闲度假、探险旅游、商务研修等文化旅游产品

与场所。同时当地宣传的层层结合相对其他热门旅游地的宣

传也较薄弱。

四、阿坝州黑水县农业与文化旅游业融合提升建议

4.1 坚持网络为媒介，扩宽游客市场

为宣传黑水县旅游风光，扩大国内外的旅游市场，当地

旅游局可发展网络宣传部门，注重创意性，拿出有黑水县特

色的宣传方式，在网络上掀起热潮，吸引流量。可借鉴“李子柒”、

“丁真”等本地文化输出的运作方式，推出黑水县旅游业的“代

言人”；同时也可以与其他热门旅游地联合推出以黑水县众多

旅游景点为目的地的集站式旅行，以团队运作的方式推广黑

水县的旅游文化。在吸引大批游客的同时，当地的农产品可

以升级成为特色的旅游产品实现产业的升值。

4.2 坚持市场为导向，整合农业与文化旅游资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老年人们向往自然的田

园旅行，而青少年们则更偏爱冒险类项目。黑水县的发展应

以市场为导向，整合农业与旅游业的资源配置，带动农业与

文化旅游业发展融合的同时实现创新。比如举办带有民族文

化的“卡斯达温节”、“藏香猪赛跑”、“制作咂酒”等农

业生产活动，丰富游客的体验感满足向往田野生活游客的需

求。在三奥雪山举办滑雪大赛、登山比赛；在达古冰川组织

秘境探险等活动满足冒险类游客的需求。在这些活动中，游

客所涉及到的吃、游、住、行、购、娱等六大产业要素被旅

游业串联起来，实现了黑水县产业的融合与延伸，从而推动

当地农业的转型与升级，实现农业与文化旅游业的平衡发展。

4.3 坚持政策为支柱，加强农业与文化旅游业合作

对于产业融合后的发展与提升，当地政府应发挥其文

化旅游规划、农业规划、吸引外资、产业布局、完善管理机

制等方面的协调与监督职能，确保行业相互合作，市场规范

有序。当地成立独立的旅游融合管理机构，实现包括组织机

构、项目统筹、产品开发、资金整合、人才调度、宣传策划

方面的职能。各乡镇村社集资成立当地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

合作社，为当地的产业融合提供资金与技术。同时引进比如

农产品研发、管理培训、技术讲解等的专业人才，对当地农

户和合作社开展定期组织技术培训，打造农、旅融合产业集

群品牌，从而推动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融合。

五、结论

农业与文化旅游业的融合发展空间广，是推进黑水县

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黑水县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发

展的地区，具有自然资源丰富、历史与民族文化色彩浓厚、

地区优势明显、农业资源多样等优势；但产业延伸不足、品

牌知名度不足等阻碍因素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因此本文认为

在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坚持网络为媒介，扩宽游客市

场；坚持市场为导向，整合农业与文化旅游资源；坚持政策

为支柱，加强农业与文化旅游业合作等措施，以此形成多维

度的产业链，刺激内生动力，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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