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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平顶山市农旅产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产业融合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发展指数、
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度和障碍度模型，剖析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演变特征和障碍因
子，探究深化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提升路径．结果表明：平顶山市农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农旅
产业相对发展类型由旅游业发展滞后型逐步向农、旅同步发展型演化，农旅产业融合协调度从极度失调类型过

渡到初步协调类型，但距离高度协调尚有差距；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等因子是提升农旅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建议大力发展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创新农旅产品、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引导人才回流和制定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总体规划，以推动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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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

影响，当前我国旅游业正处于逐渐复苏状态，如何

使旅游业在低迷期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是值得关

注的现实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现代服

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１］等决策部

署，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规划》提出“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推动农业与旅

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田园养生、研学科

普、农耕体验、休闲垂钓、民宿康养等休闲农业新业

态”［２］．因此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以下简称农旅产

业融合）是我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赋能乡

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

河南省平顶山市地处秦岭－黄淮平原交界带，

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且独具特色，历史文化厚重，走

农旅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促进

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是

仍存在农旅产业融合度不深、融合品牌效应不凸

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现实问题，如何科学量化诊

断农旅产业融合状态，识别制约因素，探究二者融

合度提升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农旅产业融合主题的文献成果较为丰富，

主要体现在融合机理［３－４］、融合发展模式与路

径［５］、融合新业态［６］、融合度［７］１５８－１６７与融合效率测

定［８］等方面．其中融合度是评价农旅产业融合水

平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为产业融合的现状诊断与

发展趋势预测提供重要参考．学者多是从耦合协调

度［９］或互动关系［１０］等方面定量评价，具有简便易

算、结果直观、高效的优点，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空间

尺度下的农旅产业融合水平评价中．笔者以平顶

山市农旅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探讨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１年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障碍因子和提升

路径，以期为平顶山市乃至河南省农旅产业深度融

合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１　研究区域概况与指标体系构建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平顶山市地处河南省中部，位于山地、丘陵、平

原过渡地带，拥有丰富且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

近年来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乡村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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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截至２０２１年底，旅游收入３００．３亿元，接待

游客４２６１．９万人次，农民收入同比增长８％（数据

来源于《２０２１年平顶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省级以上乡村旅游特色村４２个、特色

生态旅游示范镇９个、休闲观光园区７个、乡村康

养旅游示范村１６个、传统村落３７个（以上数据来

源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乡村旅游名录），

地理标志农产品１２个（数据来源于平顶山市农业

农村局官方网站公布数据），旅游发展态势良好．

但同时也存在旅游产品创新度低，农业生产规模与

效益一般，农旅产业融合存在同质化、表层化等

问题．

１．２　农旅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农旅产业融合属于产业融合研究范畴，具有产

业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特点，融合度的评价指

标体系可从农业与旅游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视角来

构建．投入方面主要是指生产要素的投入，通常包

含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四大类；产出方面多

用产业产值与收入水平来表达．依据平顶山市农业

与旅游业发展现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全面性

和层次性等，构建农旅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如

表１所示．

第一，农业方面，选择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农作物播种面积与耕

地灌溉面积、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分别反映劳动力、

资本、土地、技术（现代化技术水平）的生产要素投

入情况；选取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和农村可支配收

入反映农业产业产值效益和产业收入情况．

第二，旅游业方面，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服务

技术）的生产要素投入分别选取第三产业从业人

口比重、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星级饭店数

量与旅行社数量进行衡量．由于旅游业不直接与土

地等自然要素发生作用，而旅游资源的数量和品质

决定旅游产业发展的上限，所以选用 Ａ级景区数

量来反映一个区域旅游资源的基础状况，以替代土

地要素投入．在产出方面，选取接待旅游总人次反

映旅游业服务接待方面的社会产值效益，旅游收入

反映产业收入水平．
表１　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项目 农业 权重 旅游业 权重

投入

劳动力 Ｘ１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 ０．０７ Ｘ８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 ０．１３

资本 Ｘ２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０．１０ Ｘ９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０．０９

土地
Ｘ３农作物播种面积／千ｈｍ

２ ０．０３ Ｘ１０Ａ级景区数量／个
０．１０

Ｘ４耕地灌溉面积／千ｈｍ
２ ０．０６

技术 Ｘ５农业机械化总动力／万ｋＷ ０．０６
Ｘ１１星级饭店数量／家 ０．０４

Ｘ１２旅行社数量／家 ０．０３

产出 产值与收入

Ｘ６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 ０．０８ Ｘ１３旅游总人次／万人次 ０．０５

Ｘ７农村可支配收入／元 ０．１０ Ｘ１４旅游收入／亿元 ０．０６

　　注：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平顶山市各年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Ａ级景区数
量来自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综合发展指数
综合发展指数泛指水平值，常选取多个指标进

行数据加权求和计算，是有效量化地区综合性发展

的评价方法之一．研究使用农业综合发展指数、旅
游业综合发展指数和农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其
中，指标权重采用熵权法赋权，无量纲化过程采用

极值标准化法．

２．１．１　无量纲化过程

假定样本数量为ｎ，对于指标数量为ｍ的某一

正向指标，第ｉ个样本ｘｉ的标准化过程如下：

ｘ′ｉ＝
ｘｉ－ｍｉｎ（ｘ１，…，ｘｎ）

ｍａｘ（ｘ１，…，ｘｎ）－ｍｉｎ（ｘ１，…，ｘｎ）
，（１）

ｘ′ｉ＝
ｍａｘ（ｘ１，…，ｘｎ）－ｘｉ

ｍａｘ（ｘ１，…，ｘｎ）－ｍｉｎ（ｘ１，…，ｘｎ）
．（２）

其中，正向指标采用公式（１），负向指标采用公

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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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确定权重
首先，计算第 ｊ项指标下第 ｉ个样本所占权

重Ｐｉ：

Ｐｉ＝
ｘ′ｉ

∑
ｎ

ｉ＝１
ｘ′ｉ
． （３）

其次，计算该项指标的熵值ｅｊ和冗余度Ｇｊ：

ｅｊ＝－
∑
ｎ

ｉ＝１
Ｐｉ

ｌｎｎ×ｌｎＰｉ， （４）

Ｇｊ＝１－ｅｊ． （５）

最后，计算指标权重ｗｊ：

ｗｊ＝
Ｇｊ

∑
ｍ

ｊ＝１
Ｇｊ
． （６）

２．１．３　计算综合发展指数

Ｕｉ＝∑
ｍ

ｊ＝１
ｘ′ｉｊｗｊ． （７）

２．２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指系统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但其大小

并不能反映各产业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指在相
互作用中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其耦合的水平，常

用于测度多个子系统在整体中的相互配合关系．为
了得到更佳的模型效度，基于传统耦合协调度的修

正模型进行测度［１１］，具体公式为

Ｔ＝αＵＡ＋βＵＴ， （８）

Ｃ＝ １－（Ｕ２－Ｕ１槡 ）× Ｕ１／Ｕ槡 ２， （９）

槡Ｄ＝ Ｔ×Ｃ． （１０）

式中，Ｔ为农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ＵＡ与ＵＴ分别为
农业与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Ｃ为
耦合度，Ｄ为耦合协调度．其中，农业、旅游业综合
发展指数中较大的一方为Ｕ２，另一方则为Ｕ１．参考

前人研究成果［７］１６１，将农业与旅游业两系统的重要

程度视为同等重要，即α与β均赋值为０．５．
２．３　相对发展度模型

为反映某一时期系统内要素的相对变化关系，

以相对发展度模型计算农业与旅游业的相对发展

度Ｅ：
Ｅ＝ＵＴ／ＵＡ． （１１）

式中，ＵＴ、ＵＡ分别为同一时期旅游业与农业综合发
展指数．结合平顶山市农业与旅游业发展状态，将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划分为４种类型（见表２）．

表２　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类型

耦合协

调度

耦合协调

发展类型
相对发展度 相对发展类型

（０，０．８） 旅游滞后型

［０，０．３） 极度失调 ［０．８，１．２） 同步发展型

［１．２，∞） 农业滞后型

（０，０．８） 旅游滞后型

［０．３，０．５） 轻度失调 ［０．８，１．２） 同步发展型

［１．２，∞） 农业滞后型

（０，０．８） 旅游滞后型

［０．５，０．８） 初级协调 ［０．８，１．２） 同步发展型

［１．２，∞） 农业滞后型

（０，０．８） 旅游滞后型

［０．８，１．０］ 高度协调 ［０．８，１．２） 同步发展型

［１．２，∞） 农业滞后型

２．４　障碍度模型
引入障碍度模型计算综合发展指数中各评价

指标的障碍度，找出限制农旅耦合协调度发展的主

要障碍因子，明确关键制约因素的影响程度，为未

来农旅产业融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实证依

据．计算公式如下：

Ｑｉｊ＝
（１－ｘｉｊ）×ｗｊ

∑
ｎ

ｊ＝１
（１－ｘｉｊ）×ｗｊ

． （１２）

式中，Ｑｉｊ为单项因子对农旅产业融合协调发展的

障碍度，ｘｉｊ 为该因子的标准化结果，ｗｊ为因子
权重．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平顶山市农业与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分析

由图１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平顶山市农业综
合发展指数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２
年最低值０．１６增长到２０２１年最高值０．３４，平均值
为０．２６，均小于０．５０，说明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平顶山
市农业发展均处于一般水平．整个发展历程大致可
以分为快速增长（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平稳性波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两个阶段．快速增长阶段是平顶
山市“三农”发展的黄金期，重在加强现代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增收．２０１６年进入“十三五”
规划建设期，平顶山市农业发展在保稳定基础上探

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走“循环农业 ＋品
牌农业＋协同农业”战略，农业发展水平虽进入一
个相对稳定期，但后期发展潜力不可估量．

平顶山市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表现为先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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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后小幅下降趋势，２０１０年仅为０．０９，２０１９年
达到最高值０．３４，２０２１年又降至０．３２，平均值约
为０．２２．整个发展阶段可以分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低
于平均值且逐渐上升期、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高于平均
值且快速上升期、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高于平均值且小
幅下降期．前两个阶段表现为旅游业发展起点低但
发展态势较好，尤其是２０１６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究其原因与平顶山市走产业转型之路、大力打造

“醉美鹰城，近悦远来”文旅形象息息相关．第三个
阶段的下降，根本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造

成旅游产业萧条，但是发展水平仍高于平均值，说

明目前平顶山市旅游业基础水平尚可，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疫情之后的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趋势．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平顶山市农业与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

　　平顶山市农旅产业综合发展指数呈整体上升

趋势，最高值是２０２１年的０．３３，最低值是２０１０年

的０．１３．发展走势基本上以２０１６年为分水岭，由

快速增长期进入平稳增长期．２０１８年旅游业综合

发展指数首次超过农业综合发展指数，且呈持续发

展态势．由此可以看出，平顶山市“十三五”建设发

展和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着农旅

产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也面临着如何协同共

享、融合发展等提升农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

挑战．

３．２　平顶山市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３．２．１　耦合协调发展情况

由表３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平顶山市农业、

旅游业的耦合度始终保持高水平状态，表明两大

产业交叉融合且相互影响程度较深，趋向于新的

有序方向发展．耦合协调度整体上表现出上升趋

势，从最低值 ０．３０增长到 ０．５６，但是均小于

０．８０，整体值不乐观；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从极度

失调、轻度失调过渡至初步协调阶段，距高度协

调阶段尚有较大差距；从耦合度与协调度关系来

看，平顶山市农业与旅游业虽然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强烈，但是共生协同发展程度仍有很大提升

空间．

表３　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测度结果

年份 耦合度
耦合

协调度

耦合协调

发展类型

相对发

展度

相对发

展类型

２０１０ ０．６９ ０．３０ 极度失调 ０．５１ 旅游滞后型

２０１１ ０．８２ ０．３４ 轻度失调 ０．７１ 旅游滞后型

２０１２ ０．９１ ０．３７ 轻度失调 ０．８６ 同步发展型

２０１３ ０．８５ ０．３８ 轻度失调 ０．７６ 旅游滞后型

２０１４ ０．７１ ０．４０ 轻度失调 ０．５８ 旅游滞后型

２０１５ ０．６８ ０．４１ 轻度失调 ０．５４ 旅游滞后型

２０１６ ０．８０ ０．４６ 轻度失调 ０．７０ 旅游滞后型

２０１７ ０．８７ ０．４９ 轻度失调 ０．８１ 同步发展型

２０１８ ０．９８ ０．５５ 初步协调 ０．９８ 同步发展型

２０１９ ０．８７ ０．５２ 初步协调 １．２４ 农业滞后型

２０２０ ０．９２ ０．５４ 初步协调 １．１３ 同步发展型

２０２１ ０．９６ ０．５６ 初步协调 ０．９５ 同步发展型

３．２．２　相对发展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平顶山市农业与旅游业相对发

展度呈波动型上升趋势，表现出二者发展程度存在

协调和失调的发展状态．依据表２相对发展度的划
定标准，忽略单期数据影响，整个发展过程大致可

分为旅游业发展滞后型和农、旅同步发展型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整体上表现为旅游
滞后型（除２０１２年为同步发展型），该阶段平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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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传统旅游业存在理念创新不够、品牌效应不足、

层次不高、服务品质较低等问题，造成旅游业发展

较为滞后，亟待转型促升级．第二阶段是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年，表现为农业和旅游业同步发展型（除２０１９
年为农业滞后型），也反映出二者同步发展进入协

调阶段是未来平顶山市发展的趋势．
平顶山市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度与相对

发展程度是相互印证的，目前正处于旅游业快速发

展、农业稳定阶段，步入二者高度协调和同步共生

阶段尚需要一定时间，所以两大产业协同发展程度

亟待提高，深度融合亟待加深．在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时期，政府也要重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农

业集约化、现代化建设，挖掘农业发展潜力，深入探

索实践“以旅促农、以农助旅、农旅融合、共同发

展”的模式．
３．３　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发展障碍因子诊断

运用公式（１２），测算各因子的障碍度，并按照
障碍度的大小进行排序，结果如表４所示．首先，从
障碍度均值来看，限制平顶山市农旅耦合协调发展

的前六项障碍因子分别是Ｘ８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
重、Ｘ６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Ｘ１０Ａ级景区数量、Ｘ９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Ｘ７农村可支配收入
和Ｘ２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其次，从各因子
在不同年份排序的波动情况来看，Ｘ８第三产业从
业人口比重、Ｘ６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Ｘ４耕地灌溉
面积和Ｘ１４旅游收入障碍度排序名次比较稳定．最
后，从不同时段来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排名前五名
的因子是Ｘ８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Ｘ６第一产业
总产值比重、Ｘ１０Ａ级景区数量、Ｘ９第三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比重和 Ｘ７农村可支配收入；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Ｘ１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Ｘ１１星级饭店数量
和Ｘ１２旅行社数量三个因子对农旅耦合协调发展水
平的提高影响越来越大．说明现阶段提升平顶山市
农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仅要持续加大劳动力

（一、三产业从业人口）、资本（一、三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的投入，重视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更要关

注旅游资源与设施（景区、旅行社与星级饭店）的

品质提升．
表４　历年不同指标的障碍度排序及均值

年份 Ｘ８ Ｘ６ Ｘ１０ Ｘ９ Ｘ７ Ｘ２ Ｘ１４ Ｘ１ Ｘ４ Ｘ１３ Ｘ５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３

２０１０ ２ ５ １ ４ ３ ６ ８ １４ １０ ９ ７ １１ １２ １３

２０１１ １ ６ ３ ４ ５ ２ ７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１３ １４ １２

２０１２ １ ６ ２ ３ ４ ５ ８ １１ ７ １０ ９ １４ １３ １２

２０１３ １ ６ ２ ３ ５ ４ ８ １１ ７ ９ １０ １４ １２ １３

２０１４ １ ４ ２ ３ ５ ８ ６ １４ ７ ９ １０ １１ １３ １２

２０１５ １ ４ ２ ３ ５ １４ ６ １３ ７ ８ １０ ９ １２ １１

２０１６ １ ３ ２ ４ ５ １０ ７ １２ ８ ９ ６ １４ １３ １１

２０１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３ ７ １１ ９ １０ ８ １４ １２ ６

２０１８ １ ２ ３ １２ ５ ４ ９ １３ ７ １１ ６ １０ ８ １４

２０１９ １ ３ ４ １４ ７ ２ １３ ５ １０ １２ ９ ６ ８ １１

２０２０ １ ２ ９ ７ ８ ４ １３ ３ １１ ６ １２ ５ １０ １４

２０２１ １ ２ １４ ６ １３ ７ ９ ３ １１ ８ １２ ４ ５ １０

均值／％ １８．７ １５．０ １１．８ ９．７ ８．９ ８．４ ４．６ ４．３ ４．３ ４．３ ４．１ ２．７ ２．０ １．２

４　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特征及提升
路径

４．１　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特征
选取平顶山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农旅产业融合

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模

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１年农业与旅游业以及二者融合发展现状，探
究其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平顶山市农旅产业综合发展
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农业综合发展指数呈现波动性

升降、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则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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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２０１６年是重要分水岭，旅游业进入高速发展
期、农业步入相对稳定期；２０１８年旅游业发展超过
农业．
２）农业与旅游业具有高度耦合的相互作用关

系，但整体耦合协调度水平不佳，发展阶段从极度

失调、轻度失调过渡到初步协调阶段，距高度协调

阶段尚有一定距离．
３）两大产业相对发展程度呈波动性上升趋

势，呈现出旅游业发展滞后型演变为农、旅同步发

展型的特征．在旅游业超过农业的加速发展期，深
化农业改革成为未来农旅产业融合水平提升的重

要方向．
４）对限制农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的障碍度均值分析发现，前六名排序为第三产业从

业人口比重 ＞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 ＞Ａ级景区数
量＞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农村可支配收

入＞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４．２　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提升路径

河南省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了显

著成效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还存在农旅产业融

合综合发展速度缓慢、耦合协调度一般等问题．就
未来如何推动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提出以下提升路径．
１）大力发展农业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近年来平顶山市农业发展同步或滞后旅
游业且进入稳定期，如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提

高农旅产业融合水平的关键．平顶山市农业资源存

在数量有限且开发难度大的特点，但独特的地形特

征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光温水土农业生产条件，具有

发展特色农业的区位优势．因此，以乡村振兴为总
目标，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鹰城农字品牌的优

势特色农业产业大力发展（例如，鲁山酥梨和血

桃、郏县烤烟、舞钢乳鸽、叶县硒麦和宝丰羊肚菌等

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培育先导农业农村产业，打

造“一县一业”“一县一园”“连县成片”“跨县成

带”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格局，发展文旅、康旅等

乡村休闲农业与旅游项目的深度融合，以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２）深掘资源，创新农旅产品，推进农旅深度融
合．旅游景区品质、住宿与餐饮服务水平是当前影
响农旅协调性发展的重要因子之一，关系到“旅

游＋”新产业品质的准确定位与提升．各级政府要
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契机．推动农旅产业融合度
提升，关键在于农旅资源的挖掘与农旅产品的创

新．优化配置农旅资源，拓宽和挖掘生态涵养、休闲
体验、文化传承等农旅特有功能，打好农旅资源与

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王牌，实现平顶山市农旅资源品

质提升．政府加强住宿餐饮服务监管，落实服务主
体责任，以市场化手段引导、激励餐饮住宿等服务

主体提高服务水平，推动星级民宿、精品民宿、特色

民宿建设，培育优质服务品牌．会友“非遗”，推动
农文旅深度交融，打造“多点开花”的集群化、产业

化格局，实现提质升级．
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人才回流．首先，

推进农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与旅游业

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条件，应持续增加第一、三产

业固定资产投资，长远规划教育、医疗服务回流，改

善农业生产与交通等基础条件．其次，从业人员数
量、素养等劳动力的投入是农旅协调发展的重要障

碍因子，解决“人”才是发展根本，吸引人才特别是

创新人才回流是最有效策略．例如，可引导平顶山
籍大学生回乡、平顶山市地方高校在校大学生留

平，培育一批产业致富带头人和技术型人才，建设

一支高水平新农人、兴农人人才队伍．
４）政府主导做好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总体规

划．农业农村、文化旅游分属不同行政部门，均有其
专项发展规划和计划．但是，实现农旅深度融合，需
要以政府主导统筹各行政部门，结合地方发展现

状，制定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总体规划，可编制

《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总体规划》《平顶山

市农旅产业融合产品开发规划》《平顶山市农旅产

业融合公共服务规划》和《平顶山市农旅产业融合

营销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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