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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木垒特色资源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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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自然环境独特且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特色产品众多，如骆驼肉、羊肉、刺绣等。但传统

农业发展模式遭遇不少挑战，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论文基于其特色资源探讨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意义重大。这种模

式能将当地的农业、文化与旅游资源有机整合。以特色产品吸引游客，以民族文化增添旅游内涵，以旅游带动农业

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旨在推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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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ei Kazakh Autonomous County has a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bundant ethnic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numerous characteristic products such as camel meat, lamb meat, embroidery, etc.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has encountered many challenges,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re urgently neede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based	on	its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This model can organically integrate local agricultural, cultural, and tourism resources. Attracting touris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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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地处新疆昌吉州东部，其独特的

地理环境与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相得益彰。这里的骆驼肉、羊

肉口感独特，刺绣精美绝伦，在国内外都有较高的知名度。

然而，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却成为制约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进一

步发展的瓶颈。在市场竞争中，传统农业模式缺乏足够的竞

争力，经济效益也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源于其生产方式较为

单一，产品附加值较低，难以满足现代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的出现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这一模式能够巧妙地整合当地特色资源，将农

业生产、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旅游

可以提高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另一方面，文化的融

入能让旅游更具内涵，农业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转型升

级。最终达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特色资源现状及优势分析

1.1 骆驼肉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为骆

驼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这里的土壤富含多种矿物质，牧

草种类丰富，其中包括多种中草药植物，如锦鸡儿、梭梭、

猪毛菜等，这些植物能够被骆驼采食并吸收其营养成分，从

而提高骆驼的抗病能力和肉质品质 [1]。其品牌知名度也较高，

在新疆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一定的声誉。随着人们对健康饮

食的追求和对特色产品的青睐，木垒骆驼肉的市场需求日益

旺盛，市场前景广阔。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骆驼养殖历史悠久，

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养殖技术成熟，能够保证骆驼肉的

品质和产量。此外，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骆驼养殖基地的建设

和发展，也为骆驼肉的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木垒骆驼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优质

的生长环境。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条件，这里为骆驼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充足

的阳光、适宜的温度和丰富的水源，共同营造了一个优质的

生长环境，使得骆驼能够健康生长，从而保证了驼肉的优良

品质。②丰富的营养价值。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骆驼肉是一种

营养价值极高的食品，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氨

基酸。其低脂肪、低胆固醇的特点使其成为健康饮食的优选，

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且均衡的营养，有助于增强体质，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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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肉类选择。③成熟的技术经验。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骆

驼养殖拥有悠久的历史，长期的养殖实践使得当地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养殖技术日臻成熟，不仅确保了骆驼肉的高品质，

还稳定了产量，为骆驼养殖业的持续发展和市场供应提供了

坚实的技术保障。

1.2 羊肉
木垒羊肉作为当地的特色产品，以其独特的品质优势

在市场上享有盛誉。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地处天山北麓，拥有

广阔的草原资源，这里的气候适宜，牧草种类丰富，为羊群

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木垒羊肉肉质鲜嫩、少膻味，富含

蛋白质、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营养价值高，深受消费者喜

爱。其产量稳定，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当地农民世代养殖羊

群，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能够保证羊肉的品质和产量 [2]。

此外，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还建立有完善的羊肉屠宰和加工体

系，能够将羊肉加工成各种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木垒羊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独特的

地理环境。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坐拥广袤的草原，这里的牧草

种类繁多，为羊群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来源。这样的地理

环境不仅为羊肉的品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羊群能够

在自然和谐的环境中健康成长，确保了羊肉的鲜美和高营养

价值。②悠久的养殖历史。当地农民世代养殖羊群，拥有悠

久而丰富的养殖传统。长期的养殖实践使得他们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能够精确掌握羊群的饲养管理技术，这不仅确保了

羊肉的品质始终如一，同时也稳定了羊肉的产量，为市场提

供了可靠的高品质羊肉来源。③完善的加工体系。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拥有完善的羊肉屠宰和加工体系，从屠宰、分割到

深加工，每一步骤都严格把控。这套体系能够将新鲜羊肉加

工成冷冻、熟食等多种产品，不仅保留了羊肉的原汁原味，

还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确保了羊肉产品的品质

与安全。

1.3 刺绣
哈萨克族刺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

历史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作为哈萨克族聚

居区，拥有丰富的刺绣资源，哈萨克族刺绣图案丰富多样，

包括花卉、动物、几何图案等，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具有

强烈的民族特色。刺绣工艺也十分精湛，包括平绣、盘绣、

挑花、补花等多种技法，能够将各种图案生动地表现出来。

哈萨克族刺绣不仅是哈萨克族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哈萨克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哈萨克族人

民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态度。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哈萨克族刺绣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①独特的文化价值。哈萨克族刺绣作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哈萨

克族文化的重要载体。②精湛的工艺水平。哈萨克族刺绣工

艺独步天下，图案设计精美绝伦，每一针每一线都彰显着哈

萨克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这种工艺不仅传承了民族的文

化精髓，更在细节中展现了高超的手工艺水平，使得每一件

刺绣作品都成为艺术与传统的完美结合 [3]。③广阔的市场前

景。随着旅游业兴起和消费者对民族特色产品的追求，哈萨

克族刺绣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这一传统手工艺品的独特魅

力使其在市场上备受欢迎，预示着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为

刺绣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空间。

2 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构建

在探索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上，

将农业生产与文化旅游业紧密结合，不仅能够促进当地经济

的多元化发展，还能够保护和传承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2.1 农业生产与文化旅游相结合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依托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积极发展特色农业，打造文化旅游景点，并推动农

家乐的兴起，以此构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具体来说：

①发展特色农业。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在发展特色农业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通过建设骆驼养殖基地和羊肉加工厂，木垒哈

萨克自治县不仅提高了骆驼肉和羊肉的产品质量，还显著

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骆驼养殖基地采用科学的饲养管理，

确保了驼肉的鲜嫩和营养价值，而羊肉加工厂则通过精细加

工，将羊肉转化为多种形式的商品，满足了市场的多样化需

求。②打造文化旅游景点。为了更好地展示木垒哈萨克自治

县的文化魅力，当地政府和企业应联手打造一系列文化旅游

景点。骆驼文化体验区的建立，让游客能够亲身体验骆驼的

驯养和骑乘，深入了解骆驼在哈萨克族文化中的地位。哈萨

克族刺绣展示馆则成为展示民族工艺和文化的重要窗口，游

客在这里可以观赏到精美的刺绣作品，并了解其背后的历史

故事和技艺传承。③发展农家乐。农家乐的发展是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农文旅融合的重要一环。利用当地的特色资源，农

家乐可以为游客提供原汁原味的特色餐饮和住宿服务。游客

可以在这里品尝到正宗的骆驼肉和羊肉美食，体验哈萨克族

的毡房生活，参与农事活动，感受田园生活的宁静与美好。

这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

元化发展。

综上所述，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通过发展特色农业、打

造文化旅游景点和发展农家乐，成功地将农业生产与文化旅

游业相结合，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2.2 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相结合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作为哈萨克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其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为旅游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资源。将文

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相结合，不仅有助于保护和弘扬哈萨克

族的传统技艺，也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旅游业注入了新的

活力。

2.2.1 传承哈萨克族刺绣技艺
为了传承和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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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建立了专门的刺绣传承基地。该基地专注

于培育新一代刺绣艺术家，通过定期举办刺绣培训班、研讨

会和工作坊，确保哈萨克族刺绣的传统技艺得以延续。基地

不仅为学员提供实践操作的平台，还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珍贵

的刺绣作品和相关资料，为研究者和刺绣爱好者提供了丰富

的学习资源。这样的举措不仅巩固了哈萨克族刺绣的文化地

位，也为这项古老技艺的活态传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2.2 开发刺绣旅游产品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充分利用哈萨克族刺绣的独特魅力，

顺应市场潮流，精心打造了一系列刺绣旅游产品。这些产品

包括精巧的旅游纪念品、别具一格的家居装饰品以及各式各

样的生活用品。通过将哈萨克族的传统刺绣技艺与现代设计

风格相融合，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游客对地域特色文化商品

的需求，也为刺绣艺术的商业化提供了新的方向。这不仅增

加了旅游市场的商品多样性，更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经济

增长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实现了有

效对接，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3 举办刺绣文化节
为了深入推广哈萨克族刺绣文化，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定期举办盛大的刺绣文化节。在文化节期间，除了展示各式

各样的刺绣艺术精品，还包括了生动的民族歌舞表演、激烈

的刺绣技艺竞赛和互动性强的刺绣体验活动。这样的盛会不

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刺绣艺术爱好者的目光，也为哈萨克族

刺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搭建了平台。通过这些活动，木垒哈

萨克自治县不仅提升了哈萨克族刺绣的知名度，扩大了其文

化影响力，还加强了地区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巩固了木垒

哈萨克自治县作为刺绣文化重镇的地位。

总之，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结合，木垒哈萨克自治

县不仅可以为哈萨克族刺绣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有效的平台，

还能为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开辟新的路径。这种融合模式不仅

提升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文化价值，也促进当地经济和社

会的全面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文化

支撑。

2.3 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地处新疆北部，拥有广袤的草原和

丰富的生态资源，是生态旅游发展的理想之地。在推动旅游

业的同时，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努力实现

生态与旅游的和谐共生，以下是对这一模式的描述：①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建立了生态保护区，对草原生态环境进行严格保护。

通过实施退牧还草、草原禁牧休牧等措施，有效恢复了草原

生态，为骆驼和羊等牲畜提供了优质的生长环境 [4]。同时，

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确保生态系

统的健康和稳定。②发展生态旅游。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积极发展生态旅游。推出了草原观光、徒

步探险、骑骆驼体验等生态旅游项目，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接

触自然，感受草原的辽阔和壮美。这些项目不仅丰富了旅游

产品体系，也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增强了木垒哈萨克自

治县旅游的吸引力。③推广绿色生活方式。为了实现旅游与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积极推广绿色生活方

式。通过教育和宣传，引导当地居民和游客树立绿色环保意

识，鼓励使用环保材料，减少塑料使用，实行垃圾分类，节

约用水用电。此外，旅游活动中也融入了生态保护元素，如

组织游客参与植树造林、清理垃圾等环保活动，让每一位游

客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和传播者。

通过将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木垒哈萨克自治

县可以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生态旅游的发展不仅能

够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也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这

种模式能有效地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为木垒哈

萨克自治县的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 结语

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经济增长

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整合骆驼肉、羊肉、刺绣

等地方特色资源，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成功构建了可持续的

农文旅融合体系。这一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当地产业的竞争

力，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而且改善了生态环境，实现了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因此，农文旅

融合发展模式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

新的活力，开辟了持续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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