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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旅游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有 

机结合的一个新兴产业。观光旅游农 

业以农业资源为基础，以生产新、奇 、 

特、优农产品为特色，以发展绿色农业 

为起点。要依托高新科技开发建设集 

休闲、观光、体验和娱乐为一体的现代 

农业观光园区，这是农业发展的新途 

径，是旅游业发展的新领域。发展滨州 

观光旅游农业潜力巨大。 
一

、滨州观光农业发展的优势 

(一 )产业特色优势。多年来 ，滨 

州农业一直是 山东省的粮棉大市 ， 

“九五”期间，全市年平均粮食产量 

225．15万吨，人均占有 625公斤，其 

中 1999年达到 257．6万吨，人均 715 

公斤；棉花平均产量 5．6万吨，2000 

年达到6．9万吨，粮棉均列全省前三 

位。全市已形成粮油 、棉花 、畜牧 、林 

果、水产、蔬菜、食用菌、桑蚕等八大主 

导产业。优质特色产业发展迅速 ，至 

“九五”末 ，已建成 24万亩冬枣密植 

园、120万亩金丝小枣、2O万亩优质鸭 

梨、24万亩优质红富士苹果、2万亩优 

质蜜桃 、3万亩优质水杏 、80万亩蔬 

菜 、l0万亩桑园、8．6万亩牧草和 20 

万亩水产养殖基地。区域化种植、规模 

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农业生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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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滨州市委 、市政府非常注重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和特色农业发展，“十五” 期间农业将建成 

“五个一”工程，即一百万亩棉花 、一百万亩蔬菜 、 
一 百万亩冬枣 、一百万亩苜蓿、一百万亩水产养殖。 

届时，滨州特色农业将成为一条非常亮丽的风景 

线。 

(二 )资源优势。一是土地资源。全市现有耕地 

面积 585万亩，农民人均耕地近 2亩，比全省平均 

多出近一倍；有可开发荒碱洼地 120万亩；拥有天 

然草场 86万亩；内陆水面 120万亩；滨州土地资源 

是山东省的土地后备资源库。二是海洋资源。本市 

海岸线长 238．9公里，约 占全省 8％，滩涂 150万 

亩，约占全省 3l％，负 5米浅海 300万亩 ，开发潜 

力巨大。三是水资源。黄河横穿本市中部，年均径流 

量 328亿立方米，年引水量 12亿立方米，有千万立 

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 lO余座 ，淡水供应有可靠保 

障。四是山地资源。鲁中泰沂山区与鲁 

西北平原交汇处，多低山丘陵，大小山 

头 300多个 ．呈西北 一一东南走 向排 

列，统称为 “长白山脉”，总面积 66平 

方公里，鹤伴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坐落其 

中。该山脉地质特殊，物产资源丰富，是 

不可多得的观光旅游资源。 

(三 )民间文化优势。滨州市传统 

文化形式丰富多彩，民俗民风风格独 

具。博兴县为山东著名地方剧种吕剧的 

发祥地，惠民县的胡集灯节书会和滨州 

剪纸艺术闻名全国。还有惠民县的大鼓 

子秧歌、东路梆子 、河南张泥塑，无棣县 

的四季拳 、渔鼓戏 ，邹平县的邹平芯子、 

杨堤焰火 、黄山药会等 ，亦都是远近闻 

名的文化艺术形式。传统民间工艺及旅 

游产品还有惠民地毯、无棣抽纱 、花边、 

苇帘 ，博兴的腊杆家具 、柳编、草编、苇 

帘画、蒲垫蒲鞋、布老虎等。名吃有滨州 

锅子饼、芝麻酥糖，惠民武定府酱菜，博 

兴麻大湖的断鳝 、湖水煮湖鱼 、醋激小 

鱼 、黄焖鲤鱼、酱焖毛蟹 、清炖甲鱼等。 

名牌水果有沾化冬枣、无棣金丝小枣、 

阳信鸭梨 、惠民短枝红富士苹果、邹平 

水杏等。以上种种均对各方游客有一定 

的吸引力，发展观光农业旅游的前景非 

常广阔。 

(四 )区位优势。一是本市处于京津唐与胶济 

线两大经济隆起带的复合区位，受双重辐射的拉动 

效应将越来越明显。新一轮环渤海综合经济圈的快 

速发展，将为滨州市带来新的全面发展的机遇。二 

是三大跨世纪工程的实施，将有力地带动区域经济 

的崛起。黄河三角洲开发和 “海上山东”建设作为 

山东省的两大跨世纪]一程，在滨州市交汇融合，大 

开发的格局已基本展开；黄骅港作为国家跨世纪工 

程，也正在加快建设之中。随着这些重大项目建设 

推进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港 口、高速公路 、大电 

厂等一大批基础项目的上马，区域经济的后发优势 

将进一步得到展现，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各业必将有 
一 较大发展。作为黄河三角洲中心腹地的滨州市有 

望成为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新兴城市。 

二、滨州观光旅游农业区域布局设想 

依据滨州市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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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发展观光旅游农业 ，按照点 、线、园 、区相结合， 

功能配套齐全的基本思路，发展观光旅游农业。以 

一 个中心，总揽一山一水一河一滩三长廊，带动总 

体发展，构筑起全市观光旅游农业布局框架。 

一 个中心，就是强化滨州农业大市这个中心的 

整体功能 ，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市区内，突出碧 

水、绿地、蓝天的城市特色，在绿化、美化 、净化上下 

功夫 ；在城郊结合部开挖环城人工河，在人工河两 

岸植树种草，形成环城绿化风光带；发挥近郊农业 

的优势，加大科技投入，把近郊农业逐步发展成为 

休闲、观光、体验、娱乐为一体的都市农业。带动全 

市观光农业的发展。 

一 山，即邹平鹤伴山国家级森林公园。以山为 

媒。以鹤伴山公园景区景点建设发展为基础，辐射 

整个长白山脉，带动这一区域观光旅游农业的发 

展。 

一 水，即博兴麻大湖。以湖兴业。以开发自然风 

光为主题，辅以古朴豪放的人文景观，重点突出湖 

心公园、陆上董永公园和观赏民间风土人情三项内 

容，带动县域观光旅游农业的发展。 
一 河 ，即黄河。以河兴滨。黄河贯穿滨州东西 。 

是滨州农业的经济命脉。一是在黄河两岸及引黄灌 

渠植树种草．逐步形成可供观赏的绿色风景带及生 

态长廊；二是在引黄灌区利用水利条件较好的优势 

开发建设可供观赏的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区，高科 

技示范园、蔬菜园、林果园和水产养殖场。把引黄灌 

区建成特色农业基地。 

一 滩。即滨州沿海滩涂。以滩引游。滨州海岸线 

长达 238．9公里，滩涂荒碱地 200多万亩 ，其中天 

然草场 8O多万亩，负 5米浅海 300万亩，是末开发 

的天然农业观光资源。以沾化温泉渡假村为核心 ， 

开发建设现代休闲娱乐区，体验沿海滩涂和海滨草 

场辽阔、宁静、清新、自然的风景特色，骑马、猎兔、 

捕鱼、采贝、野炊 ，温泉洗浴，品海鲜名吃。以无棣沿 

海滩涂及岛屿为基础开发建设海洋生态农业观光 

旅游基地。通过两个开发带动沿海区域观光农业的 

发展。 

三长廊，即205、220国道和庆淄路。205、220国 

道和庆淄路是滨州国民经济的主动脉，是连接市区 

内外的纽带 ，也是观光旅游农业的主干线。在主干 

线两侧，通过大力发展名特优特色农业及高产高效 

等观光农业，把我市的经济动脉，建设成为特色农 

业通道、绿色农业通道和生态观光农业长廊，真正 

把滨州市观光农业建成点、线、囝、区相结合的新兴 

产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滨州观光旅游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 

(一 )提高对观光旅游农业这一新兴产业的认 

识。观光旅游农业是与旅游业相交叉的新兴产业。 

我市发展观光旅游农业还刚刚起步，与国内先进地 

区比．还很不成熟 ，特别是理念认识上，还存有很大 

差距。因此，要不断解放思想，加大宣传指导力度， 

把发展观光农业与当前农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统 

盘考虑，把发展观光农业作为提高农民收入、推动 

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破除因 

循守旧思路，造就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氛围，寻 

找一切发展契机，提高认识，把思想统一到加快发 

展观光农业上来，形成社会共识，营造全民共建滨 

州观光农业的社会大环境。 

I二 )加大对观光农业建设项目的投入。观光 

农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各级各部门要 

加大扶持力度。一是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减免和降 

低有关农业税赋，享受与其他农业项目有关的政策 

待遇。二是县 (区 )要列出专项资金，用于项目基础 

设施建设。各级各部门要根据职能 ，对项目建设给 

予积极支持。三是动员社会力量，采取官办、民办相 

结合，筹集各方财力、物力发展观光农业。 

(三 )搞好观光农业景区景点基础设施建设。 

景区景点建设是观光旅游农业的基础 ．是发展观光 

农业的重要一环 ，要与农村城镇建设 、旅游景区建 

设结合起来，搞好餐饮、住宿、娱乐和旅游导购配 

套 ，做到高起点 、高档次 ，高外向度。同时加强导游 

培训、景区景点居民旅游及相关知识教育等配套服 

务项目建设 ，加快开发观光农业产品、绿色食品和 

旅游商品，不断提高观光农业的经济效益。 

(四 )强化观光农业建设的组织管理。在观光 

旅游农业发展的初期阶段 ，政府的推动对一个产业 

的发展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 ，加强组织管理， 

各级领导的作用不可忽视，要落实责任制，不管是 

哪级领导，都要把发展观光农业作为自己的重要职 

责。要克服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至上的狭隘思想， 

树立一切服从滨州发展大局的中心意识，协调好各 

县 (区)之间、各乡 (镇 )之间 、各部门之间的利益 

关系，按照全市统一规划和部署 ，切实把滨州观光 

旅游农业发展起来，并不断壮大 ，推动国民经济持 

续、健康、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市农业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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