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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以成都宝胜村为对象，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其农文旅融合发展

情况。研究发现，宝胜村虽资源丰富且已开展部分项目，但整体融合程度与发展水平欠佳。具体表现为

旅游项目深度不足、产业协同性差等问题，其原因涉及观念意识、资源整合、资金投入等多方面。此外，

通过对100名游客的调查，掌握了游客的年龄、客源地等特征。基于此，研究构建了宝胜村农文旅融合

发展路径，体验产品开发上从农事、文化、旅游体验多维度创新优化，体验营销推广上运用多种营销方

式，以期推动宝胜村农文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为类似乡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体验经济，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宝胜村 
 

 

A Study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Path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n  
Baosheng Village, Chengd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Economy 

Bingting L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an. 14th, 2025; accepted: Mar. 13th, 2025; published: Mar. 26th, 2025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research takes Baosheng Villag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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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as the subject, and comprehensively employs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to deeply explor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ts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lthough 
Baosheng Village is rich in resources and has launched some projects, the overall integration degree 
and development level remain sub-optimal. Specifically, there are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depth 
of tourism projects and poor industrial synergy. The causes involve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mind-
set,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capital investment. Moreover, through a survey of 100 tourists, char-
acteristics such as the tourists’ age and place of origin have been grasp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research has formulated a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n Baosheng Village. In terms of experience product development, it innovates and opti-
mize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agricultural, cultural, and tourism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experience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it uses a variety of marketing approache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n Baosheng 
Village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imilar rural areas in thei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
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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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中国全面主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确立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这一战略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支持，强调了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的重要性，包括农业与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文旅

深度融合工程，推进乡村旅游集聚区(村)建设，为提升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提出了具体举措。这一文件强调

了“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为了确保农文

旅融合能够顺利进行，构建了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来源：新华社，2024)。《“十四五”农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规划》提出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构建推动特定地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 
据《中国体验经济发展报告(2024)》，2023 年我国乡村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 1.2 万亿元，年增长率

18.7% (来源：国家统计局，2024)。然而，乡村农文旅融合普遍存在“重资源轻体验”困境，比如四川省

文旅厅数据显示，全省乡村旅游项目中仅 12%设计了深度文化体验环节(《四川省乡村旅游发展白皮书》，

2024)，《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报告(2023)》指出，全国乡村旅游游客复游率均值仅为 28.6%，主因是“产品

同质化严重、缺乏独特卖点”。文化和旅游部抽样调查显示，超 60%的乡村旅游景区存在“景观雷同、

活动重复”现象(《全国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监测报告》，2024)。成都周边 10 个农文旅项目中，7 个以“农

家乐 + 采摘”为主，游客二次到访率不足 25% (西南民族大学课题组调研数据，2024)。成都宝胜村作为

川西林盘典型代表，其农文旅融合实践具有样本价值。 
本文通过聚焦于成都宝胜村这一具体案例，探讨了在体验经济背景下农业、文化和旅游业三者如何

实现深度融合的问题。它不仅验证了现有体验经济理论在中国乡村环境中的适用性，还可能发现了新的

规律或机制，从而为这一领域的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1]。通过分析体验经济元素如何嵌入农业、文

化和旅游产业，以及如何促进这三个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协同发展，揭示体验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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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文旅融合的内在规律，为体验经济理论在乡村产业融合方面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支撑。成都宝

胜村通过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区域内乡村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乡村

旅游发展格局[2] [3]，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2. 理论基础 

本文要将体验经济体论和产业融合理论充分结合起来，研究未来宝胜村农文旅发展的切实措施。体

验经济理论由 B. Joseph PineII 和 James H. Gilmore 在 1999 年出版的《The Experience Economy: Work Is 
Theatre & Every Businessa Stage》一书中首次系统提出。该理论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商业活动已经从商品和服务阶段进化到体验阶段，并最终将迈向变革。经济价值的四个阶段，即商品、

服务、体验、变革。随着时代发展，体验经济的内涵不断丰富，强调不仅要提供产品和服务，更要营造难

忘的体验，注重消费者的感官体验和情感满足，如戴尔的“顾客体验：把握它”，微软 Windows XP 以

“体验”重新定义人、软件和网络的关系。 
产业融合理论探讨了不同产业之间边界逐渐模糊，并最终合并形成新产业的现象。这一理论强调，

随着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政策环境的演变，传统的产业分类和界限变得不再那么明确，企业间

的合作与竞争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融合是指两个或多个原本独立运作的行业，在技术、市场、

组织形式等方面相互渗透、交叉和整合的过程。这种融合可以是水平方向上的(同一价值链的不同环节)，
也可以是垂直方向上的(不同价值链之间的整合)。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技术创新、市场需求、政策法规、

企业战略[4]。 

2.1. 体验经济的多维度影响效应研究 

李悦和伍国勇提出不同于传统经济(主要指产品经济、商品经济与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具备以下特征：

主题化的运行方式、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目的、消费者是主体[5]。与此类似，黄柏利等也与传统的营销模

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突出了体验经济下的三种营销模式[6]。张丽琼强调与传统营销模式相比，消费者在

购买生态农业产品时，更重视个人的消费体验[7]。一些学者还从体验经济的几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如 Hee-JinLee 和 JuHyoung Han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了体验感、怀旧、满意度、再访意向和口碑之间的

关系，体验经济对于满意度和怀旧感有显著的影响[8]。Georgia Yfantidou et al.揭示“娱乐性”成为首要

维度，并强调了政府支持的重要性[9]。另外，Jinsoo Hwang et al.认为旅游经验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10]。
杜创将管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体验经济”与现代经济学中的“体验品”相对应[11]。 

2.2. 农文旅融合的驱动因素与机制研究 

赵培和郭俊华分析了堰河村、康坪村和加宜村的典型案例，总结农文旅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典型

模式：党建引领协作运营模式、多方联动协作运营模式、东西部协作运营模式[12]。张哲等提出农文旅融

合效应形成机理包括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文化效应、生态效应[2]。邱洪斌等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组织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这几个维度来对农文旅进行详细阐述[13]。麻勇恒等认为只有通过对加榜

梯田的升级打造，实现本地区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这地区的生态与文化资源

优势[14]。高鹏怀等将我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模式分为三种：“农业 + 文旅”模式、“文化 + 农旅”

模式和“旅游 + 农文”模式[3]。李姗蔚将西咸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分为三种：“农文”融合发展、

“农旅”融合发展和“文旅”融合发展[15]。Werner Soontiens et al.西澳大利亚天鹅谷作为一个靠近城市

市场的独特的葡萄酒旅游区，面临着重大挑战，政府必须要做好土地使用和基础设施相关的工作[16]。
Montefrio et al.以菲律宾为例，提出了农业旅游转型过程中的各种趋势，认为关注乡村景观生产对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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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和社区层面的农业转型至关重要[17]。Linda J. Seligmann 和 Daniel Guevara 认为库斯科和佩尼亚当局

为重建库斯科城市中心和周边地区，需要把所有的商贩转移到城市外围，建议可以提供一些产权措施和

鼓励非正式协会复活[18]。 

2.3. 体验经济与农文旅融合的关联研究 

许多学者都探讨体验经济如何为农文旅融合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如李悦和伍国勇构建“体验经济

–信息–信任”的分析框架，提出体验经济下，信息渐进和信息跃进是构建信任的两条有效路径，生产

者和消费者之间基于不同的交互关系经历了由低阶到高阶的感知信任、认知信任、关系信任和情感信任

四个阶段[5]。戴超男等依据体验层次与消费者需求，构建了化妆品包装体验模式，从多感官、互动性、

功能性、用户共创、内涵因素 5 个方面相互关联[19]。王昭认为数字沉浸文旅是在体验经济发展语境下呈

现的新概念，其塑造了新的文旅观[20]。 
曾媛和陆宇明体验经济模型下葡萄园农旅体验可进一步划分为娱乐、教育、美学、逃避，并建议设

计出体育拓展类和主题活动类来挖掘出葡萄园的体验价值[21]。杨咏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推导出旅

游消费者的五类需求感官需求、认知需求、健康需求、分享需求、情绪需求[22]。Anna Sieczkoetal 波兰

农业旅游农场所有者在关注其报价的组成部分时，应该认识到为客户设计难忘体验的必要性[23]。 

2.4. 成都宝胜村相关研究 

赵黎归纳了其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24]。董飞提出村务关心度对村民的文化参与

意愿影响最大，居住意愿性影响次之，社区认可度与社区依恋感对于文化参与意愿影响不明显[25]。 
由于宝胜村的最显著的特色是客家文化，如张瀚文和陈虎也做了相关研究，发展具有地域景观特色

的名村名镇，探索出一条适合四川客家乡村聚落景观活态化发展的道路[26] [27]。刘蓬春以客家石刻碑文

为例，东山客家十分重视“风水”与人类生存的重要关系而不迷信“风水”，注重通过人为努力“培植风

水”而不单纯依靠自然条件和祖宗的护佑[28]。史霄曜和李林通过分析宝胜村客家文化资源和宝胜村客家

文化传承的现状，提出创新性和可行性的解决方法[29]。 

3. 宝胜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现状 

3.1. 宝胜村农文旅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3.1.1. 体验项目缺乏深度与特色 
目前宝胜村虽有诸如葡萄采摘、客家民俗体验等项目，但大多停留在表面形式，游客参与度和重复

体验率较低。葡萄采摘活动往往只是简单的入园采摘、称重付费，缺乏对葡萄种植知识讲解、酿造工艺

展示等深度拓展环节。宝胜村的农事体验活动不够丰富多样，主要集中在葡萄采摘等基础项目上，缺乏

如水稻种植、蔬菜栽培、家禽养殖等更具深度和教育意义的农事体验活动。农事体验的季节性也较强，

在非采摘季节，游客可参与的农事活动较少，无法满足不同季节游客的需求。 
客家民俗体验也多为观看表演，游客难以真正融入其中，深入了解民俗背后的文化内涵。旅游项目

同质化现象较严重，缺乏独一无二的特色体验。虽然在一些活动中有如“四川客家龙舞”等表演，但整

体上未将更多的客家文化元素，如客家传统建筑、客家饮食文化、客家方言等系统地融入到旅游项目中。 

3.1.2. 产业协同性不足 
农业与旅游、文化之间的融合还停留在较浅层次，未能充分挖掘彼此间的内在联系和协同效应[21]。

以葡萄采摘为例，多数游客只是单纯地进行采摘活动，对于葡萄种植背后的农耕文化、以及与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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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了解甚少，缺乏深度的文化体验和互动。虽然宝胜村有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但在旅游项目开发

中，对客家文化的挖掘和展示不够深入全面。例如，刘家大院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展示内容和

形式较为传统单一，缺乏生动有趣的讲解、互动体验活动等，游客难以深入领略客家文化的魅力和内涵

[9] [15]。 
农事体验活动与旅游线路、旅游服务等的结合不够紧密，未形成有机整体。例如，在旅游旺季，农

事体验场所的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可能无法满足大量游客的需求，导致游客体验不佳；而在非农事体验

旺季，又缺乏其他旅游项目的补充和支撑，造成旅游资源的闲置浪费[2] [3]。 

3.1.3.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配套服务设施方面，在景区、农家乐、采摘园等游客集中的区域，缺乏足够的停车场或停车位，导

致车辆乱停乱放，不仅影响景区美观，还可能造成交通堵塞，给游客带来不好的体验。旅游公厕分布不

够合理，卫生状况有待提升；餐饮、住宿设施的规模和档次参差不齐，高品质的民宿、特色餐厅数量较

少[24]。 
现有的住宿设施中，可能大部分为普通农家乐或小型客栈，设施设备较为简陋，住宿环境和服务质

量参差不齐，难以满足追求高品质住宿体验的游客的需求，影响了宝胜村旅游的整体形象和竞争力。住

宿设施在建筑风格、装修设计等方面未能充分体现宝胜村的客家文化特色和乡村风情。 

3.1.4. 品牌影响力不够 
宝胜村目前在区域外的知晓度较低，多数游客来自周边城市或地区，且以散客为主，团队游客较少。

这表明其品牌宣传范围有限，未能有效触达更广泛的潜在游客群体。同时，在互联网搜索指数、社交媒

体曝光度等方面，宝胜村的相关数据也相对较低，与一些知名农文旅目的地相比，差距明显。这使得宝

胜村在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中，难以吸引大量远程游客和初次到访的游客，限制了其旅游市场的拓展和

品牌传播范围的扩大[8]。品牌营销手段单一，主要依赖于传统的线下活动宣传以及周边地区的口碑传播，

在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深度营销方面做得不够。 

3.1.5. 人才短缺问题突出 
在宝胜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缺乏具有专业旅游管理知识和经验的人才。旅游管理涉及到市

场推广、景区运营、游客服务等多个方面，由于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景区可能无法进行有效的市场细

分和定位[10]。例如，不能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游客群体(如家庭游客、年轻情侣、老年旅游团等)的特点

来制定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导致旅游市场开发不足。景区运营方面也存在问题，如在旅游旺季，由于缺

乏专业管理，可能会出现游客接待混乱、排队时间过长、服务质量下降等情况[13]。 
宝胜村有着丰富的客家文化等资源，但缺少文化创意人才来挖掘和转化这些文化资源。在文化展示

方面，缺乏有创意的展示方式，现有的文化场馆或展示区域可能只是简单地陈列一些历史文物或图片，

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和趣味性。文化创意人才还可以开发具有宝胜村特色的文化旅游纪念品[25]。目前，

村里可能只有一些传统的、缺乏创意的纪念品，不能很好地体现宝胜村的文化内涵和旅游价值[24]。 

3.2. 体验经济视角下宝胜村农文旅融合的需求分析 

本文调查宝胜村农文旅融合需求运用调查问卷的形式，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设计单选题、多选题

和简答题相结合。单选题便于统计，如上述参与采摘活动的提问；多选题用于收集多元看法；简答题收

集开放性意见。设计初稿后，选取 20 位曾到访宝胜村的游客和 10 位村民进行预调查。根据反馈，修改

表述模糊的问题，调整题目顺序，使问卷逻辑更流畅。计划发放问卷 100 份，其中游客 65 份，村民 35
份。确保不同群体都有足够样本量。在宝胜村游客中心、景区入口、主要景点、村民活动中心等地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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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向游客和村民说明调查意义，当场回收问卷，确保较高回收率和有效率。回收问卷后，剔除答案

明显敷衍、漏答关键信息的无效问卷。对有效问卷进行编号，录入 Excel 表格，确保数据准确无误。运用

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各问题选项的频率、百分比，直观呈现不同群体对各调查维度的看法分布。 
对 100 个游客的调查发现，31~50 岁的游客占比最高，达到 45%，这部分游客通常具有一定的消费

能力和对文化体验的需求，宝胜村可以针对这一群体开发更多深度文化体验和高品质农业休闲项目，如

推出客家文化深度游套餐和高端水果采摘定制服务等。 

3.2.1. 旅游行为与偏好 
游客通过互联网渠道占比 52%，亲朋好友介绍占 30%，这表明宝胜村应加强网络营销，优化官方网

站和社交媒体账号的运营，同时注重游客口碑营销，通过提升游客满意度来促进游客自发传播。休闲度

假和体验乡村生活是主要目的，分别占 41%和 32%，这就要求宝胜村进一步完善休闲度假设施。秋季游

客较多，占 45%，可能是因为秋季水果丰收和气候宜人。1~2 天的游客占 60%，说明宝胜村需要进一步

丰富旅游产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例如开发多日游线路。 

3.2.2. 农业体验需求 
水果采摘最受欢迎，占 60%，其次是农业科普教育占 30%。宝胜村应继续优化水果采摘项目，增加

品种和采摘体验的趣味性，同时加强农业科普教育基地建设，配备专业的讲解人员和互动体验设施，提

高游客对农业知识的认知和兴趣。40%的游客比较愿意参加农业技能培训或比赛活动，宝胜村可以定期

举办一些农业技能竞赛。60%的游客希望在关键环节有专业人员指导，这就需要宝胜村培养一批专业的

农业体验指导人员，为游客提供专业、细致的服务，确保游客能够安全、有效地参与农业体验活动。 

3.2.3. 文化体验需求 
客家文化最受关注，占 72%，宝胜村应加大对客家文化的挖掘和展示力度，修复和保护客家传统建

筑，开发更多以客家文化为主题的体验活动。参与民俗活动和与当地居民交流互动是游客最希望的方式，

分别占 40%和 30%。宝胜村可以组织更多常态化的民俗活动，鼓励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接待和文化讲解，

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深度和互动性。62%的游客比较愿意购买文化旅游纪念品，宝胜村应注重文化旅游

纪念品的开发和设计，推出具有客家文化特色和宝胜村标志的纪念品，如客家手工艺品。 

3.2.4. 旅游体验需求 
40%的游客认为一般，30%的游客比较满意，说明宝胜村的基础设施还有提升空间，应加大对道路、

停车场、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力度，提高游客的出行便利性和舒适度。特色民宿的需求较

高，占 50%，宝胜村应鼓励村民发展多样化的特色民宿，提升住宿品质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强民宿的文

化内涵打造，让游客在住宿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宝胜村的独特魅力。户外拓展项目和亲子游乐区的需求较

大，分别占 40%和 30%，宝胜村可以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和农业资源，开发一些适合家庭亲子游玩和年轻

人挑战的户外娱乐项目。60%的游客希望在主要景点或活动时有讲解，宝胜村应加强导游队伍建设，培训

专业的导游人员，同时完善自助讲解设备的设置，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3.2.5. 消费意愿与能力 
501~1000 元的游客占比最高，达到 40%，宝胜村可以根据游客的消费能力，合理定价旅游产品和服

务，开发一些中高端的农文旅融合产品，如精品文化体验游、高端农业休闲度假套餐等，提高旅游收入

和游客满意度。餐饮和住宿是主要消费领域，分别占 40%和 30%，宝胜村应注重提升餐饮和住宿的品质

和特色，同时引导游客增加在农业体验项目、文化体验活动和旅游纪念品购买等方面的消费，如推出旅

游消费套餐、举办购物促销活动等，优化旅游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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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验经济视角下宝胜村农文旅深度融合的路径构建 

4.1. 基于体验产品开发的融合路径 

4.1.1. 农事体验产品创新开发 
宝胜村作为西部客家人聚集最为集中的古村落之一，拥有独特的客家文化。可以围绕客家文化打造

“客家农耕生活”主题体验产品[1] [19]。例如，设计“一日客家农夫”活动，游客身着客家传统服饰，

参与客家传统的稻田插秧、水牛耕地等农事活动，中午品尝客家特色农家饭，下午学习客家传统农产品

加工技艺，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客家农耕文化的魅力，增强农事体验的文化底蕴和独特性[20]。 
目前宝胜村的农事体验主要集中在葡萄采摘等基础项目上，较为单一。可以拓展农事体验链条，开

发如“四季农事宝盒”定制产品[5]。根据不同季节和游客需求，为游客提供个性化的农事体验套餐。如

春季推出“花海农耕”套餐，包括花卉种植、观赏和制作鲜花饼等活动；夏季除了葡萄采摘，增加葡萄酿

酒、葡萄藤编织等项目。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间选择不同的套餐组合，满足多样化需求[6]。 

4.1.2. 文化体验产品深度挖掘 
(1) 深入挖掘客家文化精髓 
传统建筑文化体验：宝胜村拥有如刘家大院等客家传统建筑，可对其进行精心修缮和保护，打造成

为“客家建筑文化博物馆”。游客可以在专业导游的带领下，深入了解客家建筑的风格特点，还能参与

传统建筑搭建的小型模拟体验活动，如学习客家传统榫卯结构的拼接，亲手制作小型的客家建筑模型，

将客家建筑文化从单纯的观赏转化为可参与、可学习的深度体验。 
(2) 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融合体验 
通过图片、实物展示、场景复原等形式，详细介绍宝胜村从传统农耕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展示

各个历史时期的农具、农作物品种、耕作方式等，让游客清晰了解当地农耕文化的变迁。 
设置专门的现代农业科技展示区，展示智能灌溉系统、无人机植保、无土栽培等先进技术，让游客

直观感受现代农业的高效与便捷[28]。与之相邻设立传统农耕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操作传统农具进行耕

地、播种、收割等农事活动，对比现代科技与传统农耕方式在劳动强度、生产效率、农产品质量等方面

的差异，深刻体会传统农耕智慧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传承与创新，提升对农耕文化内涵的理解深度[14]。 
(3) 文化创意与手工技艺传承 
充分挖掘客家文化元素，如客家方言、传说故事、图腾等，开发具有宝胜村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

例如，设计以客家建筑为原型的拼图、积木等益智玩具；制作印有客家民俗图案和吉祥话语的 T 恤、帆

布袋等时尚服饰和饰品[1]。邀请当地的传统手工艺人，如竹编艺人、客家刺绣艺人、木匠等，开设传统

手工技艺传承工作室。游客可以在这里报名参加手工技艺培训课程，跟随手工艺人学习竹编技巧。 

4.1.3. 旅游体验产品优化升级 
(1) 提升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质量 
对进出宝胜村以及村内连接各主要景点、农家乐和农事体验区的道路进行拓宽。根据预计的游客流

量和车辆类型(包括旅游大巴)，合理确定道路宽度，确保车辆能够顺利通行和会车。例如，将主要道路拓

宽至少 6~7 米，同时设置清晰的道路标线[17]。 
鼓励村民对农家乐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不同档次和风格的住宿选择，从经济实惠型到高端舒适型，

满足各类游客的需求。注重住宿环境的营造，房间装修融入宝胜村的文化元素，如客家风情的装饰画、

传统农具的摆件等，同时加强卫生管理和服务培训。规范农家乐餐饮标准，加强对食材采购、加工制作

等环节的监管，保证食品安全和卫生。开发具有宝胜村特色的美食系列，除了本地的农家菜，还可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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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客家特色美食套餐，如客家盆菜、酿豆腐宴等，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且美味可口的餐饮选择。 
(2) 丰富旅游体验项目与内容 
整合宝胜村的农业、文化和自然资源，设计多条主题旅游线路，如“客家文化探寻之旅”，串联起刘

家大院、客家民俗馆、客家传统手工艺作坊等景点和体验点，让游客深入了解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民

俗风情和传统技艺[24]。利用宝胜村宁静优美的乡村环境，开发夜间旅游项目，比如设置特色小吃摊、手

工艺品展销区、民俗表演舞台等，让游客在品尝美食、购买纪念品的同时欣赏到客家传统歌舞、杂技等

表演。 
(3) 强化文化与教育元素融合 
在宝胜村的文化场馆和景点，增加文化讲解和互动体验环节。例如，在客家民俗馆，安排专业的讲

解员为游客详细解读每一件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并设置传统民俗场景的复原展示区，游客

可以穿上客家传统服饰拍照留念，参与传统民俗游戏，如踢毽子、投壶等，体验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25]。 
依托宝胜村的农业产业优势，建设农业科普教育基地。设立农业科技馆，展示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和

应用，如智能温室控制系统、无土栽培技术、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等；开辟农业试验田，为游客尤其是

学生团体提供亲手种植农作物、观察植物生长过程的实践机会，并配备专业的农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和

讲解，让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学习到农业科学知识，增强对大自然的认识和保护意识[6] [19]。 

4.2. 基于体验营销推广的融合路径 

4.2.1. 事件营销 
(1) 举办特色文化旅游节 
深入挖掘宝胜村的客家文化和农业特色，策划如 “宝胜村客家文化旅游节暨丰收庆典”等活动。活

动期间安排丰富多彩的内容，包括客家民俗表演、客家美食展示与品尝、农业成果展览、传统手工艺展

示与体验等，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宝胜村的文化和农业魅力。 
(2) 农事体验大赛 
举办“宝胜村农事达人挑战赛”，设置多个农事体验项目比赛，如葡萄采摘速度赛、稻田插秧比赛、

农产品创意包装比赛等。制定详细的比赛规则和评分标准，邀请专业的农民或农业专家作为评委，确保

比赛的公平性和专业性。设立丰厚的奖品，如宝胜村特色农产品礼盒、免费住宿券、荣誉证书等，吸引

游客积极参与比赛。同时，对比赛过程进行全程拍摄和记录，制作成精彩的赛事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

平台上，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吸引更多游客关注宝胜村的农事体验项目，激发游客的参与热

情。 

4.2.2. 社交媒体营销 
(1) 平台选择与内容定位 
选择抖音、小红书、微博等热门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宝胜村的宣传阵地。根据不同平台的用户特点和

喜好，制定相应的内容策略。在抖音上，以短视频的形式展示宝胜村的美丽风光、有趣的农事体验活动、

精彩的文化表演等，视频风格要轻松、活泼、有趣，吸引年轻用户的关注；在小红书上，发布精美的图片

和详细的文字攻略，介绍宝胜村的旅游景点、美食推荐等，注重内容的实用性和美观性，吸引旅游爱好

者。 
(2) 网红合作与推广 
与旅游领域的网红、博主合作，邀请他们到宝胜村体验旅游项目，并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

相关的体验报告和推荐内容，借助网红的影响力和粉丝基础，扩大宝胜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可以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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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提供免费的旅游体验、特色农产品礼品等合作福利，同时要求他们在内容中提及宝胜村的官方账号和

联系方式，引导粉丝关注宝胜村，实现流量的转化和引流。 

4.2.3. 口碑营销 
对宝胜村的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全面的培训，包括农家乐服务员、导游、景区工作人员等，培训内容

涵盖服务礼仪、专业知识、沟通技巧、应急处理等方面，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建立完

善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制定严格的服务标准和规范，加强对服务过程的监督和检查，确保游客能够享

受到优质、周到、热情的服务[23]。关注游客的个性化需求，为游客提供定制化的旅游服务。例如，为老

年游客提供舒适的休息设施和贴心的照顾，为亲子游客设计专门的儿童游乐区域和亲子互动活动，为文

化爱好者安排专业的文化讲解和深度体验项目等，从而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4.3. 基于体验环境营造的融合路径 

4.3.1. 文化氛围营造 
组织文化专家、学者对宝胜村的客家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整理，包括客家历史、民俗风情、

传统技艺、民间传说等方面。通过编写书籍、制作纪录片、举办文化讲座等形式，将这些文化资源进行

系统的呈现和传播，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客家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例如，邀请当地的老艺人讲述客家传统

技艺的传承故事，并拍摄成短视频在景区内播放，增强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26]。鼓励村民在日常生活

中传承和展示客家文化，如穿着客家传统服饰、使用客家方言交流、按照客家传统习俗举办婚丧嫁娶等

活动，让游客在与村民的接触中感受到浓郁的客家文化氛围[2]。同时，在村庄的建筑装饰、街道布置、

公共空间设计等方面，充分融入客家文化元素[19]。 

4.3.2. 社区参与和治理 
鼓励村民参与旅游发展：建立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激励机制，如提供旅游经营培训、给予贷款优惠、

优先参与旅游项目开发等政策支持，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民宿、旅游商店，参与农事体验项目的运营

和文化表演活动，让村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提高村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

如，设立村民旅游创业基金，为有意愿从事旅游经营的村民提供资金支持和创业指导[25]。成立村民旅游

自治组织，负责村庄的环境、秩序维护、旅游设施管理等工作。制定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觉爱护环境、

遵守旅游秩序、维护村庄形象，共同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27]。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体验经济理论为支撑，对成都宝胜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探究，得出以下研究

结果：宝胜村虽具备丰富的农业、文化和旅游资源，且已开展了葡萄采摘、客家民俗体验等部分项目，

但就整体而言，其农文旅融合程度与发展水平尚不尽人意，具体表现为旅游项目多停留于表面，缺乏深

度拓展与独特性，未能充分挖掘和展示客家文化内涵，休闲娱乐活动创意不足；农业、旅游、文化产业

之间融合层次较浅，资源整合难度大，各产业受季节因素影响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了宝胜村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在体验产品开发方面，创新农事

体验产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结合科技与教育，拓展体验链条并强化互动竞赛元素，深度挖掘文化体

验产品，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和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工作室，同时优化旅游体验产品，提升基础设施与服务

质量，丰富体验项目与内容，强化文化与教育元素融合，并加强旅游品牌建设与营销推广；在体验营销

推广方面，通过举办特色文化旅游节和农事体验大赛进行事件营销，利用抖音等平台进行社交媒体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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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口碑营销提升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建立游客反馈与激励机制，促进游客口碑传播。在体验环境营

造方面，主要通过营造文化氛围和鼓励村民参与社区治理两方面，推动宝胜村农文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5.2. 未来展望 

进一步增加游客需求调查的样本数量，采用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等多种抽样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确

保样本的代表性和随机性。同时，丰富调查手段，除了传统的问卷调查，还可以运用深度访谈、焦点小

组讨论、在线评论分析等方法，全面深入地了解游客的需求、期望、满意度以及行为特征，为宝胜村农

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更精准、详细的数据支撑。 
选取多个与宝胜村具有相似资源禀赋、文化背景或发展阶段的乡村地区作为对比研究对象，从资源

整合、产业协同、产品开发、营销推广、社区参与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通过总结其他

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找出宝胜村在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和差距，为其制定更加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提供参考借鉴。同时，加强对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前沿案例的研究和跟踪，

及时吸收和借鉴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模式，推动宝胜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创新和升级。 
总之，宝胜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和潜力，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未来的研究需

要不断完善和深化，以更好地指导宝胜村及其他类似乡村地区的农文旅融合实践，实现乡村经济、社会

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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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录一：宝胜村游客农文旅体验需求调查问卷 

尊敬的游客： 
您好！我是 XXX，非常感谢您选择宝胜村作为您的旅游目的地。为了更好地提升宝胜村的农文旅融

合发展水平，为您提供更优质的旅游体验，我们特开展此次问卷调查。您的回答将对我们的工作提供重

要的参考依据，请您根据实际情况放心填写。本问卷不涉及个人隐私信息，我们将对您的回答严格保密。 
一、个人信息 
1. 您的年龄： 
A. 18 岁以下   B. 18~30 岁  C. 31~50 岁  D. 51 岁及以上 
2. 您的职业： 
A. 企业员工  B. 政府/事业单位人 C. 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  D. 学生 
E. 退休人员  F. 其他(请注明) 
3. 您来自： 
A. 本地(宝胜村所在地区)  B. 周边城市 
C. 省内其他地区    D. 省外 
二、旅游行为与偏好 
1. 您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宝胜村的？(可多选) 
A. 互联网(社交媒体、旅游网站等)  B. 旅行社推荐  C. 亲朋好友介绍 
D. 电视/广播广告     E. 路过偶然发现  F. 其他(请注明) 
2. 您此次来宝胜村旅游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可多选) 
A. 休闲度假   B. 体验乡村生活  C. 了解当地文化  D. 品尝农家美食 
E. 亲子游玩   F. 商务活动   G. 其他(请注明) 
3. 您通常选择在什么季节来宝胜村旅游？ 
A. 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D. 冬季  E. 没有明显偏好，随时都可以 
4. 您在宝胜村旅游一般会停留多长时间？ 
A. 当天往返  B. 1~2 天  C. 3~4 天  D. 5 天及以上 
三、农业体验需求 
1. 您对宝胜村的哪种农业体验项目最感兴趣？(可多选) 
A. 水果采摘  B. 蔬菜种植/采摘  C. 农业科普教育  D. 观赏农业景观 
F.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是否愿意参加宝胜村举办的农业技能培训或比赛活动？ 
A. 非常愿意  B. 比较愿意  C. 一般  D. 不太愿意  E. 完全不愿意 
3. 在农业体验过程中，您希望有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吗？ 
A. 非常希望全程指导  B. 希望在关键环节进行指导  C. 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提示 
D. 不需要指导 
四、文化体验需求 
1. 您对宝胜村的哪些文化元素感兴趣？(可多选) 
A. 客家文化  B. 农耕文化  C. 历史文化遗迹  D. 现代乡村文化   
E.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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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希望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宝胜村的文化？(可多选) 
A. 参观文化场馆  B. 观看文化表演  C. 参与民俗活动  D. 与当地居民交流互动 
E. 阅读文化资料(如书籍、宣传册等)  F. 其他(请注明) 
3. 您是否愿意购买宝胜村的文化旅游纪念品？ 
A. 非常愿意，会购买多种  B. 比较愿意，看到喜欢的会买 
C. 一般，看价格和实用性  D. 不太愿意，觉得没有必要 
五、旅游体验需求 
1. 您对宝胜村的旅游基础设施(如道路、停车场、公共厕所等)满意吗？ 
A. 非常满意  B. 比较满意  C. 一般  D. 不太满意  E. 非常不满意 
2. 您在宝胜村旅游期间，对住宿条件的要求是： 
A. 高档酒店  B. 特色民宿  C. 干净整洁的农家乐  D.只要价格便宜，其他无所谓 
3.您希望宝胜村增加哪些旅游娱乐设施或活动？(可多选) 
A. 户外拓展项目  B. 水上娱乐设施   C. 亲子游乐区 
D. 夜间灯光秀  E. 主题文化节庆活动  F. 其他(请注明) 
4. 在宝胜村旅游时，您是否希望有导游或讲解人员为您服务？ 
A. 非常希望，全程讲解  B. 希望在主要景点或活动时有讲解 
C. 可以有自助讲解设备  D. 不需要讲解，自己游玩 
六、消费意愿与能力 
1. 您此次在宝胜村旅游的预算大概是多少？ 
A. 200 元以下 B. 201~500 元  C. 501~1000 元 D. 1001~2000 元 E. 2000 元以上 
2. 您愿意在宝胜村的哪些方面消费？(可多选) 
A. 餐饮  B. 住宿   C. 农业体验项目 D. 文化体验活动 E. 旅游纪念品购买  
F. 其他(请注明) 
七、意见与建议 
您对宝胜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或建议吗？(可简要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次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填写这份问卷！祝您在宝胜村度过愉快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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