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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构想 

李秀红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6) 

摘 要：观光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有机结合的一个新兴产业，文章从温州市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产业资源、经 

济条件、区位优势等条件出发，对温州市发展观光休闲农业提出了都市休憩农家乐、主题生态观光园、高端休闲旅游农庄 

和沿海观光休闲农业带4种可行性模式，并就温州市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温州；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74X(2007)02—0093—94 

观光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有机结合的一个新 

兴产业，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它将休闲观光 

旅游活动与品味乡村风情、体验农耕文化、走近农家生 

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向广大城乡消费者打开了一个 

崭新的休闲旅游新天地。我国在这一方面虽然起步较 

晚，但是近10年来发展迅速，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周 

边，已经形成了上档次、上规模的农业观光和休闲区 

域，如以高科技农业和无公害产品为特色的北京锦绣 

大地、以龙井文化为特色的杭州梅家坞等。作为城市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且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 

入不断提升、私家车大量涌现、休闲需求的持续增长的 

背景下 ，笔者认为，在温州这样一个经济活力昂扬的城 

市，观光休闲农业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 温州市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条件分析 

1．1 观光休闲农业资源丰富。类型多样 

温州市位于浙江东南沿海，地处东经 119。37 ～ 

121。16 、北纬27。～28。37 。东临东海，西、北、南分别 

与丽水市、台州市及福建省毗邻接壤。全市辖 3区2 

市 6县，陆地面积 11 784 km2，海域面积约 11 000 

km2，总人口 750万，其中市区人 口 137万，是浙江省 

三大中心城市之一。 

温州属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冬暖夏凉，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 14～18。C，最高极端气温39。C，最低气温 
一

4．5～ 一10。C；无霜期 250～280天，年 日照时数 

1 700～2 000 h；年降水量1 500～1 900 mm，相对湿度 

81％以上；春夏之交有梅雨，7～9月有台风。地势自 

西向东倾斜，境内有不少山峰海拔超过 1 000 m，因此 

气候出现一定的垂直差异。瓯江、飞云江、敖江三大水 

系自西向东汇入东海，境内还有大小河流150余条，海 

岸绵长。土地资源主要有山地、平原、海涂、三江淤滩 

等，共有耕地资源24．5万hm2，园地资源3．8万 hm2， 

林地资源62．5万 hm2，森林覆盖率 56％。有乌岩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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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设单位提供内容支撑以及省平台提供信息技术支 

撑，整合山区农业信息资源，逐步建立健全县、镇、村三 

级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加强山区农业信息技术应用推 

广工作。充分利用电话、手机短信、电视广播、计算机 

网络、信息月报、宣传栏等多种信息渠道进行传播，形 

成统一管理多元化的信息服务系统[ ，实现山区农业 

信息资源的多元化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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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农业基础好，有非常久远的农耕历史，史上 

便以“耕读文化”著称全国。境内河网密布，灌溉条件 

优越。温州地区种植粮食、瓜果、药材、花卉等农作物， 

主要的经济作物有柑桔、茶叶、枇杷、杨梅、甘蔗、黄麻 

等 160余种。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及淡水产品是温州 

渔业的3种主要类型，海产鱼类有带鱼、黄鱼、鳗鱼等 

370余种，浅溪滩涂主要养殖虾、蟹、蛏、蛤等水产品。 

而且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质特产，如瓯海的瓯柑、 

苍南的四季柚、茶山的杨梅、洞头的羊栖菜、瓯江的子 

梅鱼等，都是温州的特色农业资源。 

1．2 经济条件优越。客源市场广阔 

农业休闲观光兼具农业旅游业的双重属性，在工 

作节奏和生存压力 日益加剧的状态下，农村和农业生 

产返璞归真的别样风情必定可以吸引那些不熟悉农业 

的城市居民和求知欲强烈的青少年群体，这将是一个 

可观的游客市场。 

1．2．1 城市居民体验自然的需求越来越突出 

温州现有人口约750万，其中市区人口137万，是 

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市”。人口密度增大的弊端也逐渐 

显现出来，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生活节奏快、工作竞 

争激烈、心理压力大等。因此人们渴望与城市生活截 

然不同的返璞归真、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旅游方式，在繁 

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去欣赏大自然的美，体会悠然自得 

的农家生活，体会绿色、开阔、纯朴的郊野乡情，以求得 

身心的放松和精神的愉悦。 

1．2．2 温州的经济活力带来了区内旅游消费的上升 

温州是一个具有超强经济活力的城市，作为民营 

经济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始终保持了 

良好的发展态势。1978--2005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 

从 13．2亿元增加到 1 60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翻了5 

番多，年均递增 15％。到2005年底，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人达 19 805元，位列全国第三，远远超出北京、 

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另外，通过对温州市近年来居民 

消费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温州市民在文化、旅游、娱 

乐等方面的消费增长比较迅速。因此凭借浙南中心的 

地域优势，开发本土旅游活动，发展城郊观光休闲农业 

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2．3 温州的区位优势赢得区外客源 温州位居我 

国“长三角”、“珠三角”两个最大旅游客源输出地的交 

汇区域，拥有海、陆、空的立体交通网络。随着长三角 

旅游发展一体化和浙江海洋时代的来临，温州旅游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有机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周 

边城市的休憩需求。 

1．3 旅游资源大市。组合开发条件优越 

温州的自然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旅游资源价值高， 

发展潜力大，人文旅游资源内涵丰富，资源整体通达性 

好，可进人性强，资源开发兼具社会、生态和经济价值， 

能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目前全市共有3个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8个省级风景名胜区，1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7个国家森林公园，6个省级森林公园，3个国家级及 

省级自然保护区。这些风景区附近观光农业资源丰 

富，如楠溪江附近就是著名的永嘉乌牛早茶种植基地， 

雁荡附近就有蒲歧的“中国鲨鱼加工基地”和特色鲨鱼 

宴等。这些农业观光资源或分布在城市周围，或分布 

于著名的风景区周围，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可通达性 

佳，同现有旅游资源的组合开发条件优越。 

2 温州市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模式构想 

2．1 都市休憩农家乐 

农家乐是指以农民群众为主要投资者和从业者， 

以农户家庭为消费和体验中心的农业观光休闲形式。 

农家乐的“家”字，表达了这一产业发展中农户家庭的 

重要地位，其目的是让游客进农民的“家”，直接感受农 

家生活的温馨与和谐，领略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的农村生态、乡村环境、农耕文化等。农家乐的规模不 

宜大，区域范围以温州市区或各县(市、区)的中心城镇 

附近 1 h以内车程为宜。农家乐以“体验农家寻常日 

子”为主要 目的，以农家特色餐饮和有农村特色的古 

村、古屋、农舍为依托，以几家几户偕同休闲为主要形 

式，其主要的客源市场是城市居民。 

由于农家乐在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 

展，加速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温州市委市 

政府对于这种以农户为主体的农业休闲形式也非常支 

持，并于2006年7月发布了《促进“农家乐”乡村休闲 

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行政指导的角度鼓励农家 

乐休闲旅游的发展。发展农家乐，要将农家特色餐饮 

和农家特色住宅有机结合起来。 

2．1．1 发展农家特色餐饮 利用温州山区多、海岸线 

长的优势，到山里吃山货、看生态，到海滨吃海鲜、赏海 

景。以原汁原味的当地特色农家菜和价廉、味美、舒适、 

随意的饮食消费吸引游客青睐。如瓯海区泽雅镇下庵 

村依托西雁景区，形成了40多家“农家乐”餐馆；又如 

乐清湾、鹿城七都岛、龙湾灵昆岛、苍南大渔湾、马站和 

瑞安等地沿海的海鲜楼，生意非常红火，成为温州“农 

家乐”的一大特色。 

2．1．2 发展农家旅馆 以乡土气息为特色的农家宅 

院和以温州传统民居、古村落为吸引物，一部分可以依 

托景区景点，发挥区位旅游资源优势，结合农家特色餐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饮，体验农家一日生活。如永嘉县依托楠溪江风景名 

胜区和一批特色古村落，兴办了一批农家旅馆，像黄南 

乡林坑村就有农家旅馆 10多家，有床位 150多张；鹤 

盛乡罗川村也相继推出了“白云客栈”、“山里人之居”、 

“绿缘客栈”等家庭旅馆。 

2．2 主题生态观光园 

可以充分发挥温州交通便利、消费群体大，因时令 

鲜果、时令蔬菜、特种养殖、本地水产等特色农业基础 

好、水平高、影响大的优势，重点发展以高档特色种养 

业为基础的特色主题生态观光园和游客参与、体验性 

强的农业科技主题园。该模式以城市居民、中小学生、 

农业科技参观者为主要客源市场，突出科技、体验和科 

普特色。 

根据我市目前特色农业的分布，可以划分为若干 

个观光片区。以瓯海的茶山为例，作为优质杨梅品种 

茶山黑塔梅的产地和瓯柑在温州的主产地，可在茶山 

建立以杨梅和瓯柑为主的主题生态观光园，并配合栽 

种其他季节的瓜果，维持四季节令的观赏需求。该园 

应发展成融果树观光、采摘、品尝、加工包装、实验示 

范、购销与求知于一体的娱乐观光园。如设计杨梅和 

瓯柑的展馆，介绍全国各地不同优良品种的杨梅和柑 

桔，介绍温州人对瓯柑的特殊情结，介绍杨梅和瓯柑的 

生长特性等；设计杨梅和瓯柑的加工课堂和加工中心， 

介绍各种各样保存杨梅和瓯柑以及以它们为原料制成 

各种美味佳肴的方法，开展现场教学、现场体验，并形 

成教学和销售一条龙的效果；开辟与上述两种水果有 

关的书画馆，展示相关的书画、诗词作品，把农业旅游 

提升到文人雅士的欣赏高度；同时结合各种节庆活动， 

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发、包装和营销，吸取周边农村民俗 

文化，推出与文化密切结合的杨梅节、瓯柑节等果实采 

摘文化节，充实文化节的内容。把以往单一的采摘活 

动变为集欣赏、娱乐、教育、购物于一体的旅游休闲活 

动。 

温州的特色农业和特色农产品是非常丰富的，经 

过长期耕作演变和近几年农业结构的大力调整培育， 

目前温州已经建成了 16个“国”字号农业特色之乡。 

它们分别是瑞安、平阳的中国马蹄笋之乡，瓯海、龙湾 

的中国杨梅之乡，瓯海的中国瓯柑之乡，泰顺的中国茶 

叶之乡，永嘉的中国乌牛早茶之乡，苍南的中国蘑菇之 

乡、席草之乡、四季柚之乡和紫菜之乡，乐清的牡蛎之 

乡、泥蚶之乡和中国鲨鱼加工基地，洞头的中国羊栖菜 

之乡，龙湾的中国文蛤之乡。这些特色农业之乡正是 

发展特色主题生态观光园的重要依托，当然温州的特 

色农业资源集聚区还远远不止这些，根据实际情况，可 

进行不同的整合和深度开发。 

2．3 高端休闲旅游农庄 

以农场式的休闲农庄为载体，以体验式旅游为主 

要形式，将农庄式的高级度假村建在田野之中，定位高 

端市场。如在楠溪江腹地，借助楠溪江景区的山 溪、 

田、村等世外桃源式的美景，开发高端农业度假产品。 

度假屋外观纯朴，内部修饰则充满田园风情，但不低于 

四星标准，可提供一切在城市可以享受到的居住待遇。 

农庄的主要旅游项 目是农业体验型以及度假休闲。 

农业体验型项目的吸引点在于让游人真正参与农 

耕劳动，达到“做一天农夫(农妇)”的目的。在农庄中 

开辟耕种区、豢养区、农业加工区，供游人体验参与。 

每个区域所包含的项目多种多样，并划分多个主题生 

产块，如种植区有水稻种植区、番薯种植区、特色观赏 

瓜果种植区、花卉种植区等；豢养区有养蚕区、养鸡场 

等．力Ⅱ工区有豆腐工场、纺纱织布体验区等。每种项目 

规模小而且集中，主要目的是供游人观赏和亲身参与。 

来自城市的游客可在此体验农业生产多个环节、不同 

季节、不同种类的休闲乐趣。同一块田地由专人负责 

管理指导，不同的游客相继完成一年四季的耕种任务， 

每个游客都可以享受到别样的乐趣。该项目还可以将 

温州的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进来，模仿古老纯正的温州 

农家生活，让游客体验“捣年糕”、“磨麦”、“春米”、“原 

始造纸”、“农家耕地”、“徒手抓泥鳅”、“挑扁担”等农事 

活动，让游客在体验农家风情的同时重温温州民俗民 

风。 

农庄中还可开辟亲子农园，寓教于乐，开发乡村度 

假系列产品，包括骑马、划船、采摘、农家宴、钓鱼、观 

鸟、采菱等项目，使游客在体验农家生活的同时，尽享 

天伦之乐。 

农庄必不可少的是纯休闲性项目，如 l(1’v、演艺 

场等，用于满足习惯了城市繁华生活的朋友们的需要。 

它与自然田园并不矛盾，而且要做到相得益彰，休闲项 

目的开辟可以让更多的城市居民在交通便利的情况下 

愿意在咫尺郊区留宿，为农业旅游创造最大的效益。 

这种模式的农庄同时具备了高品质生活和高参与 

度的田园风光，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各种需要：高档的居 

住环境、卫生的就餐环境、新鲜的空气、广阔的空间、新 

奇的劳动体验，一年四季都对游客具有吸引力，由于游 

客在此不仅仅是游客，而是参与者，他付出了汗水的同 

时也播种了希望。 

2．4 沿海观光休闲农业带 

温州是中国东南沿海著名的滨海城市，有 350 km 

的绵长海岸线，拥有洞头、苍南渔寮、炎亭、海口等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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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区，有物产丰富的乐清湾，更有我国唯一加入联合 

国世界人类生物圈保护组织的南麂列岛。乐清、龙湾、 

瑞安、平阳、苍南、洞头沿海一带均可以发展融休闲度 

假、观赏海边风情、海上垂钓、渔事劳动为一体的观光 

休闲农业，观赏海上养殖农场的壮观、体验瓯乡渔村的 

淳朴风情。 

2．4．1 不断创新海洋美食产品 以种类丰富的海产 

品、技艺精湛的海产制作表演和鲜美难忘的美食体验， 

使游客充分体会到大自然馈赠的神奇和温州的富足。 

目前已经开发的有乐清的蒲岐鲨鱼美食基地、苍南的 

炎亭海鲜美食基地、平阳墨城美食中心。以后应更多 

地结合渔业制作表演发展海洋美食产品。 

2．4．2 开发海洋生产体验产品 根据海洋生产作业 

活动，划分都市型、生态型休闲渔业区，推出一系列游 

客参与性强的海洋生产体验项目，让游客和渔民一起 

坐渔船、撒渔网、捞活鱼、尝海鲜、沐海风，亲身体验渔 

民生活，领略渔乡风俗民情。使游客既掌握了生产技 

能，又得到了开放而多样的海洋生活方式的真实体验。 

2．4．3 建设渔家文化主题码头 将渔家美食、渔事体 

验、海岛风俗、艺术表演、时尚沙滩、船舶文化、渔人文 

化旅游纪念产品等各种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打造一 

个渔家文化主题码头。 

3 对温州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几点建议 

观光休闲农业正是传统农业与现代旅游业的最佳 

结合点，它将农业从单纯的生产性功能拓展开来，向附 

加值较高的二、三产业转移，有利于加快高效生态农业 

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拓展农业的功能，提升农业产业层 

次，实现农业由单纯提供农产品向提供生态产品、文化 

产品、休闲产品转化升级，带动农产品加工、销售和农 

村商贸旅游、餐饮服务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三次产 

业的融合。可以说，观光休闲农业是一门带动面很广、 

带动链很长、带动力很强的产业，它将成为温州旅游经 

济一个新的增长点。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3．1 突出科学规划 

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规划要与当地村庄建设规 

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资源环境保护 

规划衔接起来，要将发展观光休闲农业与推进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结合起来，确保规划 

的前瞻性、整体性和延续性。 

3．2 坚持联动发展 

观光休闲农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带动力，它的发展 

有助于推动包括特色农产品种养业、农产品精深加工 

业、特色手工艺品制造业、农产品储运配送业、商贸服 

务业等多个关联产业的发展。要充分利用这种产业特 

性，打破单一封闭的产业发展思维，树立统筹开放、综 

合开发的经营理念，充分利用观光休闲农业的平台，整 

合相关产业资源共同发展。 

3．3 强化组织领导 

温州市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应该围绕服务于温州 

的建设、郊区农业的综合开发这一主题，必须加强组织 

领导，落实“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政府应做好引导 

工作 强化政策支持，相应的机构要承担起规划设计观 

光休闲农业旅游区的责任，制定详细的农业综合开发 

方案，重点抓好农业旅游产品的开发及宣传促销工作。 

同时，要强化部门服务，整合农业、交通、旅游等部门在 

发展观光休闲农业产业方面的精诚合作，根据规划，分 

步实施。 

j-}j-}j-}j-}j-}j-}j-}j-}j-}j-}j-}j-}j-}j-}j-} 

华南农业大学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BSL一3)通过国家评审 

2007年 1月30日至2月1日，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及农业部组织专家对华南农业大学生物 

安全三级实验室(BsL一3)进行现场评审，经过 3天紧 

张而有序的工作，专家组完成了听取 BSL一3实验室 

筹建工作汇报、实地考察、查看资料、对 BsL一3实验 

室安全负责人进行考核、对 BsL一3实验室参数的现 

场测定等考核内容，得出现场评审结论，该实验室已达 

到国家规定标准的相关要求，能够承担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的研究。该实验室是我国农业院校中首家通过 

生物安全评定的实验室，也是广东省第一家获禽流感 

研究许可的实验室。 

专家组组长、军需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祈 

建城所长对BsL一3实验室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提 

出了整改意见。农业部兽医局王宏伟处长对华农大 

BsL一3实验室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作为农业部 

在华南地区重要的禽流感研究基地，BsL一3实验室 

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国家认可，其评审结果令人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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