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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观光旅游农业与高价值绿色食品产业化开发 

张万军 (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石家庄 050021) 

摘 要：论述了在太行山发展观光旅游农业的可行性及广阔前景，分析了观光旅游农业的需求发 

展，提出观光旅游农业与高价值绿色食品产业化开发相结合发展，适应了人们对农产品需求的多元 

性和高品质变化，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巨大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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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问题的提出 2 

华北既是我国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又是中国文 

化政治中心，经济也以高速度发展，GDP已占全国的 

1／3，华北地区的食品安全对全国的食品战略具有重 

要影响。华北地区的耕地按其粮食产量的高低主要 

分为三类，即高产区(山前平原区)、中产区(低平原 

区)、低产区(山区)。高产区在现有条件下，其土地 

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开始接近上限，主要以增加 

科技投人、发展精确农业为主，因为，农业生产水平 

趟高，创汇农业越发达，就越显示出科技投人的重要 

意义；中产区除解决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外，应加强农 

田的基本建设 ，增加平鹰施肥、抗逆性品种等；低产 

区也即山区，是增产潜力最大的地区，也是确保食品 

安全重要的潜力地区。山区兼有生态和经济的双重 

任务，生态与经济的双效协同发展是山区农业发展 

的总前提，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根据社会经济的 

发展、太行山的现实情况和过去多年的研究积累，提 

出了发展观光旅游农业的设想。 

观光旅游农业的内涵及其需求发 展 

分析 

所谓旅游农业，就是为了适应人们由物质消费 

向精神消费的转变，满足人们对各种新奇特多元化 

食品结构的需求，结合旅游业的兴起，应用生态学和 

景观生态学原理，进行集环境、旅游、开发于一体的 

观光农业设计，开发名特优和高科技食品，以带动农 

业的整体结构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 

2．1 旅游农业是我国山区农业发展的方向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们不再以吃饱肚子为目的，并开始从物质 

消费逐步转向精神消费，特别是城市居民，越来越多 

的人们开始走出家门，走出喧闹的城市，来到僻静的 

山野村庄．享受大自然风光，享受大自然赋予人类的 

各种新、奇、特的物质。一个集旅游、娱乐、观光、教 

育、寻知览趣、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体闲型旅游业正在 

兴起。伴随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农业也正在悄然而 

生。旅游业的兴起给农业带来的影响，直接反映为 

传统的农产品结构与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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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比如绿色食品的需求增加了．人们开始讲究高 

质量高档次产品、名特优食品，对农产品也不再是单 
一 的粮食需求，娱乐蝣艺性食品(采摘节)、天然野趣 

}生食品、观赏趣味性产品等都在不断增加．过去被人 

们忽视的野果、野菜，现在的价值越来越高．传统的 

农业产品结构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 日益增民的物质 

需求。为了适应人们对农产品需求的多元性变化， 

必须要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旅蝣农业。 

旅游农业反映的是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化，掇据 

市场规律，旅游农业必然是农业发展的重天战略陆 

和方向性问题。并且旅游农业集环境，旅游和农业 

开发于一体，符合最近东亚议员会议《桂林宣言》提 

出的环境和旅游同步协调发展的世界农业发展方 

向 旅游农业的高科技产品，必须要有农业高科学 

技术作支撑，因此，又是农业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 

经济转变的重要前提。 

2．2 旅游农业是实现十五届三中全会目标的具体 

体现 

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1 作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指出，农村经济要建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要鼓励农 民面向市 

场发展商品生产．进人流通领域；要求农产品更好地 

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 口增长、生活改善的需要。 

旅游农业是根据市场需求提出来的，同时又是为 l『 

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是gf导农民进人流 

通领域的重要手段，因此，随着旅游农业的发展，必 

将带动整个农村经济不断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2．3 旅游农业是 中国科学院农业知识创新工程的 

重要内容 

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研究获得瓿的基础科学和技 

术知识的过程，它包括科学知识创新、技术知识特别 

是高技术创新和科技知识系统集成创新等。旅游农 

业的高起点本身就具有新性．并且旅游农业需要发联 

高档次产品，需要发展名特新产品，这些都需要高科 

学技术来支撑，这也正是我院的优势所在 根据我院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提出的 4个方面的战略重点之一 

“战略性研究”，即瞄准国家中长期战略眭目标的战略 

性基础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大科技问题研究、 

战略性高技术创新研究等。因旅游农业是我国农业 

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因此抓好旅游农业研究与开 

发，应是我院农业知识创新工程的重要内容。 

2．4 太行山发展旅游农业的工作基础和有利条件 

太行山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旅游景点数量较 

多的地区．特别是太行山胝山丘陵区，地处大中城市 

的边缘．且又是水库集中分布区域，交通方便+人口 

质量相对较高等，这些都是发展旅游农业的有利条 

件。太行山站旁边就有一颗千年古村和一座古老的 

寺庙，并已被当地旅游局定为重点文物，本身就有旅 

游开发潜力，附近又有风龙山、蟠龙湖、仓岩山等旅 

游景点群，具有很好的旅游开发前景 

中国科学院太行山山地生态试验站经过 lO余 

年的研究积累，已收集引进 了300余种优良植物材 

料，石榴已经开始产业化开发，并带动了地方经济的 

发展，甜柿品种也在不断推向市场，欧洲大樱桃已经 

引种成功，黄连术嫁接开心果也已获得初步结果，都 

显示了巨大的开发潜力。太行山站 目前的在研课题 

“太行山生态林业工程植物材料选育研究”和“太行 

LⅡ一海河平源过渡弗农业综合技术开发”等，都有名 

特优经济植物选育和开发的内容，这些都为太行山 

旅游农业开发奠定了基础。 

2．5 太行山站发展旅游农业的启动准备 

碾据太行山现有的基础条件 ，太行jU站正在进 

行旅游农业研究的发展规划 欧洲大樱桃、开心果、 

山野菜等名优特资源的开发，将作为这一工程起步 

的重要内容。任何一项综合的开发，都要有一个龙 

头．正象三中全会强调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经营，美 

键是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能进行农产品深度加 

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 

头企业”。相信我们这～龙头工程将很快带动当地 

旅游农业的全面发展。随着观光旅游农业的不断实 

施，将逐步丰富和开发花卉生产，使太行山站真正成 

为旅蝣农业资源的开发基地、名优特经济植物品种 

资源的供应基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旅游业的发 

展，旅游农业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山东最近推出 

的精准农业、创汇农业等，都在引导农民作开发城市 

的文章．探索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高效农业的路 

子。太行山站地处大中城市的边缘，具有发展旅游 

农业的优势，没有理由不抓住这样一次机会，实现农 

业技术开发的突破，为科学院进军农业战场剑造 良 

机，为我院农业知识创新工程增添力量 正是为了 

这一目的，我们首先启动了绿色高科技食品和名优 

特经济植物的先期开发，为旅游农业的全面启动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3 高价值绿色食品产业化开发 

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锐减，确保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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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量平衡，是确保我国粮食需求平衡和食品安全 

的第一要素，是我国农业与国民经 持续发展的根 

本所在。 

随着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粮食产量已不再是 

农业生产追求的唯一日标，有人这样概括 了我匡农 

业的发展：7O年代——主要关心粮食产量；8O年代 
— —

化学污染问题引发并提出了持续发展；90年代 
— —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农业必须注重于优 

质高效和农业经济的多样性发展。食品多样性发展 

也成为农业发展的一种趋向，食品的多样性来源于 

生物的多样性，发展植物多样性，潜力也在山区。 

太行山低山丘陵区属华北平原与太行山地的过 

渡区域，在区域战略上，既要保证区域的经济发展， 

又要有利于华北平原的食品安全，困此，必须走生态 

与经济协调发展之路， 名特优经济植物为主的绿 

色食品开发，正是为了解决与经济同步发展的问题： 

过渡区域在生态上具有环境、资源和生物的多样性， 

是物质、能量和产品富集与扩散地区，适宜建立多乖{『 

产业并存的复合生态系统．既便于名特新资源的开 

发，又有利于观光旅游农业的景观设计，发展以名特 

优资源为主的观光旅游农业具有广阔的前景；在市 

场方面，名、特、优产品的开发，反映了人们对农产品 

多元化和绿色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符合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规律；在技术方面，由于高价值经济植物品 

种的开发，便于高技术在农业上的集成应用，有利于 

农业整体结构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圈 

(上接第 306页) 

农牧交错带形成的“茶马市场”，就是运用农牧结合 

的整体复合优势，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吉林西 

部地区草原的饲草与中部农区的秸秆、饲料、蛋白源 

和加工业副产品饲料资源构成十分理想的地域组 

合。同时，中部已建立起象鹊源公司等畜产品加工 

龙头企业 把吉林西部草原建成犊牛、羔羊的生产 

基地，实施易地育肥，有利于实现粮食和秸秆饲料的 

就地转化、增值，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减轻草场压 

力，扭转生态恶化趋势。 

6 改革、完善草场经营机制 

本区的草场一部分归国有，大部分为村级集体 

所有，而使用则主要是个人放牧 ，吃大锅饭，致使许 

多草场实际无人管理，这是退化的主困之一。目前， 

此 ，进行太行山名特优经济植物产业化开发与观光 

旅游农业研究，必将对太行山丘陵区的区域经济发 

展带来重大影响， 

在高价值绿色食品产业化开发进程中，主要针 

对太行山的自然与社会现实，以雨水资源化和节水 

技术为核心．以名特优经济植物的产业化开发为突 

破口，通过观光旅游农业的启动，促进农业高技术的 

集成应用，形成以高技术为“龙头”的农业综合开发 

技术体系。 

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I)近自然荒溪治理与景观多样性研究； 

(2)抗逆石榴品种高产栽培与产业化技术研究； 

(3)欧洲大樱桃高价值资源开发与产业化技术 

研究 ： 

(4)观赏药用植物资源开发与风景园艺设计 ； 

(5)甜柿 枣、开心果等名特优品种开发 与观光 

旅游农业设计； 

(6)山地绿色高品质产品产业化技术研究 

通过对高价值植物资源的开发，以名特忧经济 

植物为主的林果业开发和近自然荒溪治理，兼顾 

生态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观光旅游农业适应了人们 

对农产品需求的多元性和高品质变化．满足了人们 

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因而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对 

予地方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责任编辑 侯雪琪) 

白城市已全面铺开落实草原承包责任制，按照“有 

偿、氏期 、到户”的原则进行承包，效果 良好，进展顺 

利。但是仅局限于较好的草场，难利用草场和盐碱 

荒地仍无人问津。我们建议在整个吉林西部地区乃 

至全省推广白城市的做法，并注意在工作中结合实 

际情况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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