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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选取武汉市黄陂区农旅融合“杜堂模式”下的部分村庄作为调研地，针对“杜堂模式”当
前发展状况，对其村庄内的村民与游客进行调查，获取当下农旅融合“双轮”驱动模式的最新发展现状、优势与局限，针对性地提
出相关优化策略。同时，为尚在开发与摸索该模式的村庄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提升社会对农旅融合模式发展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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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陂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旅融合发展现状 
（一）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年底，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超过 290 万，7300 多家农民合作社进军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随着“十四五”规划的提出，截至 2020 年 11 月，我国
目前共有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389 个，国家级休闲旅
游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641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共 998 家。 

（二）黄陂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武汉市黄陂区农业农村基础资源丰富，耕地亩数、林地亩数、

农民人数均约百万。现已建成百亩以上规模种植基地 320 个、林果
茶基地 267 个、水产基地 110 个。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54 家。打
造市级美丽村湾示范村 140 个，建成岱黄高速、木兰大道等 180 公
里美丽乡村示范带、乡村主轴发展带。 

（三）黄陂区“杜堂模式”发展现状 
在黄陂农旅融合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成熟的运作模式—

—“杜堂模式”。“杜堂模式”将武汉市黄陂区杜堂村作为发展中心，
以“三乡工程”为依托，引导市民下乡、企业兴乡、能人回乡的一
系列经营模式和方法。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旅“双轮”发展优势 
（一）项目整体建设趋向稳健，前景广阔 
依调研数据显示，以“杜堂模式”为例，当地农业、旅游业发

展趋势整体可观，且农业与旅游业发展成正比关系。截至目前，
85.05%的村民认可当地农业的发展状况，80.06%的村民赞同当地旅
游业的发展状况，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旅融合模式的发展趋向稳健。 

（二）“双轮”驱动模式独具特色，竞争力强劲 
相较于传统农业、旅游业的单向发展模式，“双轮”驱动模式

更加特色化、多元化、创新化。以“杜堂模式”为例，杜堂村标志
性物质为花海，杜堂村的村民将自己的土地全部流转给合作社，将
住宿改为民宿，发挥“双轮”驱动模式的强大优势与强劲竞争力，
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三）模式发展“时代化”凸显，紧跟新风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旅融合模式“时代化”日益凸显。首先，

领导对可行的新颖设计进行重点投资；其次，通过积极引进外来企
业和名牌企业，不断增强发展过程中与时代共鸣；最后，着力打造
地方融合品牌，将农业产品与旅游产品融合后统一对外销售，立好
农村经济发展时代标杆。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旅“双轮”发展局限 
（一）线上线下协同发展速度较缓慢 
伴随着疫情浪潮的消退，“互联网+”时代高潮的到来出现了新

的契机，创新“互联网+农业”将电子化、数字化、科技化精准融
入到农旅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根据准确的“大数据”服务，开展网
上云游、网络销售、线上购物等新方式，促进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二）交通网络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 
乡村振兴之际，“杜堂模式”内交通状况虽得到良好改善，但

仍需投入与改建，从而使村湾经济更加快速的成长。针对当地交通
问题调研得出，38.87%的村民认为日常出行尚欠缺便利，32.56%的
村民认为便利程度一般，交通问题仍需改善。 

（三）经营周期性问题仍为发展困扰 
淡旺季和周期性问题向来为旅游业经济发展的顽疾。调研表明，

当前“杜堂模式”下乡村旅游景区的发展难在季节转换不可逆，难在
景点随季节转换差异大等方面，正因如此，周期性差异更为明显。 

（四）乡村旅游景区环境仍需优化 
黄陂区“杜堂模式”依托当地森林、湖泊、田园等自然资源及

农民闲置资源开发了特色旅游产业，由于环保措施不到位，乡村生

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环境保护工作仍为重中之重，
环境治理体系仍需不断优化。 

（五）村民文化素养参差不齐 
在调研和访谈中我们发现，大部分村民并不了解乡村振兴战略

下当地出台的相关农旅融合政策，由于人口年龄差异和受教育程度
的不同，村民文化素养的差异性问题表现的更为明显。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旅“双轮”发展的优化策略 
（一）政府举旗，大步向前 
1．进一步落实村湾宣传，完善基础设施 
宣传工作是地方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工作，补齐农村基础设

施短板，高效利用网络、新媒体，创新宣传方式，使内容深入人民
群众。同时，重视对当地交通布局的规划，完善农村公路网络布局，
巩固农村基础服务设施。 

2．完善环境管护机制，建设美丽乡村 
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

要任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坚持制定和完善整治
农村环境相关措施，加大对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财政支持
力度，调动地方整改积极性，实现环境保护。 

（二）企业创新，紧跟其后 
1. 引进龙头企业，增强科技竞争优势 
壮大特色产业，引进龙头企业，“互联网+”时代大旗高举，作

为当下社会热点，“互联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推动原生农业的发
展。通过特色龙头企业的带领和专业工作人员的相关指导，引导农
民接触、学习和应用数字化农机设备设施，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整
体竞争优势。 

2. 发挥当地优势，削弱经营周期性问题的影响 
当地企业可以将当地特色文化习俗融入项目中，在“农业采摘

+旅游”的基础上增加“文化表演+旅游”的新形式，如巡游、民族
舞、特色节日活动等。在结合当地优势的基础上，竭力均衡淡旺季
差异，削弱经营周期性影响。 

（三）村民献力，助推浪潮 
1.树立长远发展理念，增强时代吸附性 
作为中国农业发展中的主力军，村民应树立积极长远的发展心

态与理念，加强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学习，配合政府部
门相关工作的落实，结合当前时代潮流，改变和提升自身价值观念。 

2.紧追社会时代步伐，重点培育复合人才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时代的更迭，乡村振兴的内容被不断丰富与

发展，村民应发扬农民风范和“回乡创业”精神。通过生活实践的
学习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多方面培育和发展村民个人，重点培育复
合型全方位发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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