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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 州 ：农 旅 开 启 新 天 地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总目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着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业和旅游业互促共进，相得益彰，扮靓了汝州乡

村美景。

我市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蓝图，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关于文化旅游发展的

重要指示精神，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主导，着力推动全市乡村旅游产品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谋划五大乡村旅游特色社区组团；着力挖掘汝瓷、温泉、风穴文化

旅游资源市场价值，打造物质生活更便利、精神生活更自由的新型旅游社区，为社

会提供丰富的乡村旅游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凝聚各方财力加快建设南北中三条

乡村旅游风情廊道，成为游客向往的自驾游体验地，以此推动汝州乡村经济社会绿

色发展，建成全省知名的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为建设“文旅强市”作出新贡献。

北部崆峒烟雨派。围绕北部大崆峒山生态乡村旅游集聚带，打造崆峒烟雨民宿

集群休闲度假旅游品牌，主要通过高品质温泉民宿建设和食疗本草大健康度假旅

游产品的配套，让游客在青山绿水之间体验回归自然的生活。乡村山居的休闲度

假，无疑民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最重要的度假旅游产品与设施。北部以临汝镇、

温泉镇（崆峒烟雨、温泉晓霁、妙水春耕、龙泉夜月）、夏店镇、陵头镇（草原星空、玉

羊晚照、孟诜草堂、诗仙莒蒲）、骑岭乡、焦村镇、米庙镇（云禅梵语、游子春晖、小隐

山居、花舞人间）、大峪镇（古堡妙境、宋瓷艺墅）为依托，打造诗情画意的、禅意空灵

的、西式古堡的民宿集群，形成崆峒烟雨派为主题的温泉度假旅游民宿品牌效应。

依托靳马线 - G207- X001线，打造乡村旅游最美绿色游憩廊道，以此串联北部
民宿集群和自然生态景观、人文历史村落、林果种植、景区等资源。除开发建设民宿

接待设施外，可结合各自村落特色，侧重孟诜食疗本草，配套种植大健康中医农业，

火石岭 - 玉皇庙山脊徒步健身线路等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规划的自驾绿道和驿站
等建设相合，充分利用乡村难能可贵的发展建设空间。

在北部民宿集聚群中，发挥北部山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资源优势，结合沿

靳马线 - 洛阳方向、省级登山健身步道等区域重点项目的建设，丰富山村民宿的形
式、创新乡村旅居的内涵、拓展旅游产品产业链，建设乡村精品民宿工程，打造高品

质、规模化的中国北方民宿产业，开发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家级品质的乡村旅游度

假产品。

重点依托温泉镇、风穴寺、大峪镇等景区景点，发挥客流集聚优势，开发森林旅

游、生态康养、山地运动场、山地游乐场、自驾军营地、户外运动营地等生态旅游体

验产品。做好旅游新业态的引进与培育，大力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完善风景。

南部富春山居派。南部以富春山之名串联蒋姑山、九峰山、岘山、五朵莲花山、

三山寨等形成汝州南部山地景观，集茶马古道、古镇、古村、名人名山、名瓷、地质等

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于一体，打造古道富春山居派民宿集群。空间内拥有连绵的山

林、梯田、石头村落、溶洞、古窑址群等是汝州最具代表性的“三古三生”空间。南部

以富春山居民宿集群、古陶瓷作坊、半扎古镇、汝瓷小镇、牛角岭梯田、莲花山胜景、

罗圈冰川地质、茶马古道、十里窑厂蟒河风情、九峰山景区、来安寨、硕平花海、华予

生态园等等为主要空间内容，打造三春山居民宿群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开发体验

茶马古道丝瓷之路乡土民俗的休闲旅游相结合的“乡恋汝州·汝瓷美丽”品牌，寻访

茶马古道文明、体验陶瓷之旅。

利用沿九峰山风景廊道，依托汝瓷小镇、历史名村、传统村落、美丽乡村、硕平

花海、来安寨、半扎古镇、魏村等资源，融入陶瓷文化、戏曲文化、书画文化、名人文

化等汝州乡村特有文化，构建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产业联动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重点建设以中国特色小镇、富春山居民宿集群，种植采摘园、农业庄园、地质科普研

学、康养医疗保健等乡村旅游产品和各类休闲农业项目。同时，建设一批旅游特色

村落和美丽乡村，以乡村旅游产业集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打

造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中部汝水休闲风情带。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和乡村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在保

持汝河生态环境的原则下，更好释放沿岸湿地价值、产业价值，引入共享经济的理

念，积极尝试开发工业旅游、湿地旅游、汝河横舟、现代农庄和多元主题的农园、休

闲农庄等系列产品，充分发挥邻近郑州大都市的区位条件优势，以吸引中原城市群

和郑州大都市居民为主要市场对象，聚焦中心城区、产业集聚区、汝瓷小镇、温泉小

镇及周边的杨楼镇、小屯镇乡村区域为主要空间，打造汝州市区汝水休闲风情带，

构建中部乡村旅游汝水文化体验精品带。

推动汝河水上娱乐、汝水横舟、沙滩公园、汝水绣街十二绣娘，农田园艺景观、

大地艺术等创作，创新开发主题农庄与农场、特色农园等产品，改变原有的乡村旅

游形式单一、品质较低的发展模式，以城旅融合促进城乡融合，带动近城乡村的旅

游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地开发文旅融合类、养生度假类、亲子教育类、强 IP景区类
和目的地集聚类等多种类型的主题农园产品打造包括共享农庄、田园综合体、主题

农场、乡村俱乐部、颐养社区等产品。

三条重要风景廊道。结合乡村旅游资源与北、南、中三大片空间格局，规划以靳

马线旅游廊道、九峰山旅游廊道、汝水岸畔旅游廊道 3条重点廊道，串联起汝州乡
村旅游的重要发展空间。这 3条旅游廊道主要依托现有交通和河道水系、风景道路
以及山岭等线性空间，依托特色自然人文资源或旅游要素，将沿线的社区、园区、乡

镇、村庄串联起来，使得散布在汝州乡村原野大地上的众多乡村旅游资源和节点得

以“串珠成链”，最终成为乡村美丽的旅游风景线、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富民带。乡

村旅游发展廊道建设将聚焦沿线的整体基础设施提升和产品项目联动发展，重点

完善道路条件、沿线景观、乡村风貌、要素配套以及特色旅游节点的策划设计与建

设，打造成为汝州乡村旅游的精品游线。

迎着“东风”，汝州正蓄势待发，厚积薄发。

农旅融合是在充分尊重农业产业功能的基础

上，合理开发利用农业旅游资源和土地资源，以所

开发的农业旅游休闲项目、农业配套商业项目、农

业旅游地产项目等为核心功能架构，将农业农村发

展与旅游产业的建立与推广相结合，形成“以农促

旅、以旅兴农”的发展之路。

我市的乡村旅游发展包括五大战略定位：乡

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先行区、中原乡村

旅游名县、省级乡村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

国家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区）县、国家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

一个新的经济体：坚持“农”为根本、“特”为主

导、“质”为特色、“续”（可持续）为核心的原则，加强

乡村旅游品牌培育和市场拓展，优化乡村旅游环

境，完善乡村旅游设施与旅游功能，遵循“农旅融

合、以旅促农、农旅互动”的发展思路，建立二产反

哺一产、三产向一产渗透的长效机制，使乡村旅游

成为促进汝州旅游发展及城乡统筹发展的新经济

增长极。

发展思路分为三个方面。

全域休闲化。以全域休闲为理念，围绕构建 24
小时休闲旅游城市的目标，提升、完善全域休闲旅

游设施，营造全域休闲氛围，实现传统旅游目的地

向全域休闲旅游目的地转变，构建汝州休闲旅游经

济圈。

泛旅游产业融合。延长旅游产业链，整合泛旅

游产业链，拓延产业融合广度、深度，大力发展文化

旅游产业，努力提高文化旅游产业附加值。加强能

够示范引导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产业及

新型业态拓延，如研学旅游、老年旅游、中医药健康

旅游等。

区域联动发展。以文化旅游为媒介和桥梁，远

交近联，建立以“诚信、互利、共赢”为宗旨的区域联

动发展战略，汝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腹地，主动接

轨洛阳、郑州、平顶山、南阳等地区，借助区域旅游

整合力量提升汝州旅游品牌影响力，推动区域旅游

大发展。

汝瓷艺术国际化。以汝瓷、温泉、健康为媒介，

着眼国际，树立国际化发展理念，积极营造国际化

的旅游环境与氛围，构建满足国际市场的旅游配套

设施与服务体系。加强国际营销推介力度，增强自

身核竞争力，着力提升汝州国际吸引力和国际认知

度，积极打造“最具中国文化气质的休闲旅游陶瓷

名城”。

到“十四五”规划末，将我市打造成具有广泛影

响力的“汝瓷国际艺术文化体验目的地”“国家级理

疗温泉康养度假目的地”“洗心素食文化产业集聚

地”，推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文化旅游产品更加丰

富，品牌营销体系更加完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不

断彰显，让文化旅游产业成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引擎。到 2025年，将我市建设成为“国家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原旅游名县（市）和中原乡村

旅游名县（市）”。

近年来，我市坚持“农旅结合、农旅共强”的农

业与旅游发展战略，推进农业资源与旅游要素结

合，以农耕文化为魂，以美丽田园为韵，以生态农业

为基，大力拓展农业休闲旅游发展空间，走出了一

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

农旅融合发展不断改变着全市农村的“面子”

和“里子”，农民腰包更鼓，乡村振兴的信心更足。

走进汝河沙滩公园，一排排新颖别致的“小别

墅”整齐排列。河边亲水平台上，男女老少，三三两

两，或谈天闲聊，或跳广场舞、扭秧歌，一片欢声笑

语。汝水倒流壶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壶高 8米，水
柱 1米高，壶身上刻有“汝水”二字，寓意汝河之水
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倒流壶通体采用汝瓷的天青

色，按照汝瓷经典的茶壶造型进行打造，彰显汝瓷

文化特色，增加景区的文化底蕴。

我市打造的“乡恋汝州·汝瓷美丽”雏形初现。

与此同时，我市以“全域旅游化”“农旅一体化”

发展思路引领的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亲子游、农家

乐、民宿等如火如荼。

我市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结合全市乡村的

特点优势、区域旅游的市场需求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趋势，我市提出“乡恋汝州·汝瓷美丽”的汝州乡村

旅游形象定位，重点围绕汝州乡村农业生产景观的

展示、农业生产过程的旅游体验化和参与化以及乡

村农旅产品的开发，依托历史名村、传统村落、美丽

乡村、特色小镇、农业公园等可供旅游开发的乡村

空间，构建“崆峒山居、汝河乡情、古堡农园、名人名

邑”为品牌，构建内涵丰富、层次鲜明、全域覆盖的

汝州乡村旅游产品体系，丰满汝州乡村旅游的形

象，增强汝州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同时将实现三个发展目标。

产业目标：乡村旅游产业明显增强。规划末，汝

瓷小镇、温泉小镇、洗心小镇三个特色小镇全部建

成运营。汝瓷小镇年产值突破 100亿元、温泉小镇
休闲度假大健康产业年产值突破 100亿元、洗心小
镇修身度假、素食产业以及全市乡村民宿、泛文创

商品等综合产值突破 100亿元，实现三个 100亿产
业链条集群式目标。

产品目标：乡村旅游形态结构合理。规划末，文

化旅游新业态、新形态不断完善，观光、体验、度假、

康养、娱乐、购物、研学等产品结构渐趋优化，乡村

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全面完成。

要素产业“食、住、娱、购、养、学”结构合理，“一城三

镇五组团多片区”层次分明的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

建设发展更加完善，品质化发展路径良好，过夜游

客人数占比达 25%以上。
社会目标：乡村社会效益更大。加大乡村旅游发

展力度，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农民致富、农业增效、农

村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支撑。到 2025年，旅游直接
就业人数达到 10万人以上，间接带动 30万人就业。

农旅融合的发展给村民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

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对乡村文化的

推广和精神面貌的改变。如今的汝州，借着乡村振

兴的春风，按照“以农兴旅，以旅强农”的发展思路，

利用自身独特区位优势、两山夹一川的地理条件优

势、特色民居的资源优势，努力朝着生活富足、生态

宜居、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阔步前进。

画面中青山郭外斜，游人画中行，一帧帧美景

绘就了人们心中的诗与远方。在汝州，以农旅融合

奏响的发展音符越来越强劲。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林丽红

盛夏时节，漫步汝州大地，薄雾缭绕的山峦，郁葱叠嶂的树林，水汽氤

氲的中央公园，一弯如带的北汝河……汝州仿佛中原大地上一颗熠熠生辉

的明珠。汝瓷胜地、曲剧故乡、九峰仙境、大唐温泉、崆山梵语、创意工业等

农旅样板连点成片，五彩斑斓、活力四射的乡村新貌尽收眼底。

2021年，我市围绕“一镇一韵”“一村一特色”的发展思路，全面打响地
域文化旅游产业品牌，提高全市各乡镇“文化 IP”的旅游知名度，强力推进

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开启乡村嬗变、农旅融合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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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堡妙境“云栖”小屋 平顶山美术馆 供图

汝河水上高跷 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供图 温泉水镇 张军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