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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农 业 开 发 模 式 与 发 展 探 讨  

朱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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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旅 游 农 业 内涵 

随着旅游业 的迅 速发展 ，农业旅游 作为一种专 

门的旅游项 目，正以其 独到的特色 和吸引力引起旅 

游 者和开发者 的广泛兴趣 ，成为我 国一个重要 的旅 

游 开发方 向和开 发热点 。同时 ，与农业旅 游相对应 

的旅 游农 业也 因此得 到迅 速发展 ，并逐渐 从传 统农 

业经 济的母 体 中分离 出来 ．成 为一种新 的经济形式 ． 

不仅促进 了传统农业经 济从 单一的粗放经 营向综合 

集约经 营转 变 ，而且 以其 强大的扩张带动 能力和经 

济 贡献 能力成为农业经济 中一个新的增长点 。 

农业旅 游是通过农业旅 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把 

农业经济 、科 学管理和农艺 展示 、农 产 品的生产 与 

加工 、农村 风俗 民情 、田园风光 以及旅游者参 与融 

为一体 的一 种旅游方式 。而农业旅 游资源是 以农业 

与农 村为媒介 ，由生物 、土地 、水 、大气等 自然要 

素以及农事 活动与农 村风俗 民情 等人文要素共 同构 

成 。按照农业旅游 资源的性质与功 能的差异 ，可 以 

将其 划分为种植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副业 、生 

态农 业 以及独 特的农 村风俗 民情等类 型 。其 中，种 

植业 旅游资源包括各 种观赏型农作物 、美味瓜果蔬 

菜 、花卉等 园艺植 物、传统耕作 民俗 和现代农 业技 

术 等 ；林业旅游资 源包括各种人工林场 、林 地 、果 

园、绿色造 型景 观等 ；牧业旅游 资源包括各种牧 场 、 

养殖场 以及牧群 、养殖 动物 、牧业生活 风情 等 ；渔 

业旅游 资源包括各种滩 涂、湖面 、水库 、池塘 等水 

体及渔业 活动等 ；副业旅 游资源包括与农业 、农 村 

及 民俗 相关的具有地方特 色的工艺品及其加工 制作 

工艺过程 等 ；生态农业旅 游资源包括农林牧渔 土地 

综合 利用 的生态模式 、结构及其生产过程 的科学性 、 

艺术性 和趣 味性等 。由此可见 ，农 业旅游资 源内涵 

广泛 、丰富 ，是整个农业 与农 村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 

分 。通 过农业旅游资源 的开发利用而形成 的旅 游农 

业 ．具有 休 闲、观 光、度假 、体验 、科学与教育 、购 

物等 多种 功能 ，它 以农业生产 和农 村社会经济 发展 

为基础 ，也是农业与农村发 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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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农业 相 比．旅游农业具有 生产 、管理 和 

经营的综合性 、专门投资少 、见效快 及产出大 、附 

加值高等特点 ，因而是一种综合集约 型的 、特富 活 

力的农业经 济形式 。旅游农业的发 展对 充分开发利 

用农 业资源 ．发展 高效农 业 ．调整农业 与农村产业 

结构 ．扩大农产 品销售市场 ．增加农 村剩余 劳动 力 

就业 机会 ，增加农 民收入 ．保护和改善农业 生态环 

境 ，促进城乡文化 交流 ，提高农 村生活 质量 和环境 

质量 等都有重要意 义。 

二 、旅 游 农 业 开 发模 式 

临沂市地处鲁 东南 ，是山东省面 积最大 的行政 

区 ，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 强 ，是 山东 省水热 条件最 

好 的地 区。山地 、丘 陵、平 原面积各 占 I／3．有 大小 

山丘 7000多 座 ．有沂 、沐 河 水 系及 大 小 800O多 座 

水库 、塘 坝及众多温泉 。山奇石怪 、林海花潮 、 田 

畴连绵 、碧 水长流 、大气清新 ．生态环境 良好 。优 

越的水热 、地貌等条件 ，使临 沂市成为全 省、全国 

的重要农产 品基地 ．农业生产特 色鲜明 。临沂有 古 

老 、悠 久的历史 ．农村风俗 民情文 化丰富 多彩 ．富 

有地方特 色 ．沂蒙精神 闻名全 国。随着近些年 来旅 

游 业 的 迅 速 发展 ， 旅 游 农 业 也 得 到 良好 开 发 ．并 形 

成 了一 些 成 功 的 开 发 模 式 ，3v致 可 概 括 为 以 下 几 种 ： 

1．利 用 果 木 园林 发 展 观 光 旅 游 和 自助 购 物 旅 

游 。临 沂 市 拥 有 大 面 积 的 山地 丘 陵 ， 果 木 经 济 林 种 

植 多 ，集 中连 片，栽培 历史 悠久 ，其 中面积万亩 以 

上 的莒南与郯城板栗 园、郯城银杏 园、平 邑与费县 

梨 园、平 邑金银花 园、兰 山区桃 园、蒙阴苹果 园、莒 

南与 沂南樱桃园 、莒南茶 园等 ．都在 园内设 置 了游 

览线 路 ，建有各种景点或 小品点缀其 中。在进 行正 

常生 产活动 的同时 ，在不 同季节推 出不 同的旅游 项 

目 ，如 踏 青 、赏 花 、 品尝 、采 摘 选 购 、展 示果 木 栽 

培技术 和园艺以及举办有关节 庆活动等 ，增 强 了观 

赏性 和参与性 ，吸引 了大量 旅游 者 ．大大提 高了经 

济效益 。 

2．乡村 民俗旅游 。自 2O世 纪 80年代 中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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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旅游业 就开展 了以 “三 同” (游客 与农民 同吃 、 

同住 、同劳 动)为特点 的民俗旅 游 。近年来 ，临沂 

市开发农村 富有传统地方特 色的风俗民情 、民俗活 

动 、农 事劳作 、民间工艺和 田园风光等资源 ，如蒙 

阴百花 峪 民俗 村 、莒南沂蒙 民俗 风情园 、河 东郑旺 

民间工艺 品经贸园等 ，开展 了以农村家庭为 主体的 

民俗 旅 游 ，吸 引 游 客 观 农 家 景 、 吃 农 家 饭 、住 农 家 

店 、干农家 活、享农家乐 、参与 民俗活动等 ，极 大 

地提高 了农 民收入 。 

3．休 闲度假 旅游 。可分 为两种模式 ，一种 如蒙 

阴的百花峪 村 ，该村南依 著名 的蒙 山国家 森林 公 园， 

村 内山峪纵横 ，溪水潺潺 ，古木 、修 竹、林果 密布 ， 

空气清新 ，民风淳朴 。在政府规 划指导下 ，村 民 自 

筹资金建设家庭旅 馆 ，以原始 、优 美的山 区风 光和 

浓郁 的农村 民俗 文化 ，吸引旅游者休 闲度假和各类 

学生修学旅游 。另一种模式如蒙 阴的八 达峪村 ，在 

政府管理和农 民 自愿 的基础上 ，实行土地置换 ，使 

农 民分散 建房 ，每户 4～6亩土地 ，连片开发 ，房前 

屋后种植桃树 ，庭 院 内养殖长 毛兔 ，形 成一处 “世 

外桃 园”，吸引游客前来休 闲度假和洽谈生 意 。 

4．建 设 高新 技 术 示 范 园 区 ，发 展 a-业 科 技 sf- 

游 。如沂南大地农 业科技示范 园、罗庄 区飞龙花卉 

城等 ，主要做法 是 ，引进 国内外种植高新 技术和 品 

种 ，既保持 园区内的果木 、花卉 、蔬菜 等植物 的正 

常生产 ，又有很 高 的观赏价值 。园 内分 为多个区域 ， 

如育苗 区、栽培 区 、温室 区等 ，果 木、花卉按种类 

又分为各有特 色的种植区 ，游客对此感到 十分新 鲜 ， 

吸引 了大量游 客前 来游览观赏 、选 购、学习 园艺栽 

培技术和学生进行 教育 、实 习。 

5．渔 场 垂 钓 娱 乐旅 游 。开 发 利 用 大 量 的 水 库 、 

池塘 、鱼池 等水体和周边 良好 的生态环境 ．如 卧龙 

湖 、云蒙湖 、跋 山水库 、许 家崖水库 、莒南天 湖 、唐 

村水库及全市 20余处专 门垂钓场所 ，开展垂 钓 、捕 

捞 、放养 、驾船 、滑艇 、游泳 、水 上跳伞 、食水鲜 

和岸边 、岛上 、水 上娱乐等旅游 活动项 目，取得 了 

比较好 的旅游经 济效益 。 

6．建设绿 色旅 游 区、旅 游带 ，开展 生 态旅游 。如 

蒙阴 山村果香旅 游带 、莒南珠边 生态流域 区、兰山 

区茶 山观光 园艺 区等 ．其 突出特点 ：一是旅 游区 、带 

内生态环境优美 ．聘请有关 专家进行 了规划论证 ．连 

片成带大面积集 中开发 ；二是 区内以某 种植物 为主 

体特色 。如蒙 阴山村果香旅游带 以种植苹 果为 主要 

特 色 ．莒南生态 流域区以板栗和茶 园为主 ，是著名 

的国家高产优 质板栗示范基地和 江北 优质绿茶生产 

基地 ．兰山区茶 山观光 园艺 区 以桃为主要特 色等 。游 

客在饱览 田园 自然 风光 、享受 清新 优美环境 的同时 ． 

也得到 了良好 的环保 体验和教育 。 

三 、旅 游 农 业 发 展构 想 

临 沂 市 旅 游 农 业 发 展 迅 速 ．已形 成 了一 定 基 础 ， 

但仍 存在管理体制不 完善 ．缺乏 良好 的规划论证 ．资 

源开发不协调 ，资金短缺 ，市场促销不 力等 问题 。在 

今 后 的 发 展 中应 采 取 以 下 策 略 ： 

1．加 强规 划论 证 ，创 建 管 理 和 服 务 体 系。旅 游 

农业 的主要 产 品是农 副产 品和服务产 品 ，政府应成 

立 一个 由旅游 、农业 、林 业 、水利等有关 部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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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 门机构 ，由市 政府分管领导挂 帅 ．负责指 导 、协 

调和 管理旅游农业工作 。特别是要做好 旅游农业 的 

发展 规划 ，根据全市各地 不同的农业旅 游资源特 色 

和市场需求特点 ，聘请有 关专家规划设计 不 同的开 

发 模 式 ，形 成 不 同特 色 、功 能 和 主题 的 景 区 、景 点 ． 

防止 一 哄 而 上 ，避 免 恶 性 竞 争 。建 立 、健 全 咨 询 服 

务 机 构 ，加 强 对 旅 游 农 业 发 展 的 调 查 研 究 与 理 论 总 

结 ，建立、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和管理体 制 ，形成 
一 个完善 的旅游农业政策 信息服务体系 。 

2．建立 、完善 资金 投入机制 。提高对 发展旅游 

农业 重要 性的认识 ，广 开资金投入 门路 ，把旅游农 

业 的资金 投入计划纳入 到旅游业和农业发 展的计 划 

之 中 ，创 建新型 的旅游农业 投融资体制 ，建立多元 

化 的投 资渠道 ，政府 、农 民、社会相结合 ，以不断 

加 大 市 场 开 发 力 度 ，解 决 旅 游 农业 发 展 面 临 的 资金 

短 缺 难 题 。 目前 ，临 沂 市 旅 游 农 业 发 展 已 有 一 定 基 

础 ，应 首 先 在 人 才 培 训 方 面增 加 投 入 ．提 高 从业 人 

员 素 质 和 管 理 服 务 水 平 。 同 时 ．旅 游 农 业 开 发 投 人 

应量力而行 ，循序渐进 ，滚 动发展 

3．重 视 a-业 与 a-村 资 源 保 护 ． 实现 可持 续 发 

展 。农业旅游 的吸引力主要来 自于其特有 的 自然生 

态和 田园风 貌 ，因此 ，保护好这些 资源就成 为旅 游 

农 业 得 以长 远发 展 的 基 础 。不 仅 要 在 农 业 基 础 设 施 

建设 和游客 的旅游过程 中防止 资源破坏和 防治环境 

污染 ，更要提 高 当地农 民的环保 意识和转 变思想 观 

念 ，切忌 急功近利 ，严禁对农业旅 游资源进行破坏 

性开发和盲 目跟风开发 ．将旅游 开发和生态环境保 

护与培育 同时进行 、统筹兼顾 ．做到经济 、生 态和 

社 会 效 益 的 统 一 ，实 现 旅 游 农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 

4．注重 旅 游 a-业 开 发 的 文 化 定 位 问题 。旅 游 农 

业开 发在 充分考虑旅游客 源市 场分布与需求 特点的 

同时 ，应 因地制宜 ．立足 当地农业 旅游资源 的优 势 

和潜 力 ，确 定功能和主题 ，合 理布局 ，开发地方 特 

色浓郁 的农业 旅游项 目。旅游农业 开发 的文 化内涵 

应定位 于真 正充满农 村 自然生机 的 田园风光 和有 着 

浓厚传统 、地方 特色的 民俗文化 ．保 持和突 出农业 

与农村 自然特 色及其原始 、纯朴 的 自然美 ，并以此 

为 招 牌 加 大 向 城 市 目标 顾 客 的促 销 力度 ．增 强 农 业 

旅 游 的 吸 引 力 和 市 场 竞 争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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