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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表现不俗

梁

婧

休闲农业作为一种以具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和

农产品为前提，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农耕文化和游

客参与融为一体的休闲旅游活动，也是一种集农业生

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新兴产业。近年来，随着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田间地头

上的丰收美景、乡村小院里的别样乡情、远离喧闹的好

山好水，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心之所向。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休闲农业进入快速发

展 阶 段 。 在 各 地 的 积 极 培 育 下 ，拥 有 风 光 秀 、人 文

美、乡土情的“网红村”纷纷涌现，蓬勃发展的休闲农

业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通过办农家乐、卖

土特产，建观光体验基地等，各地把乡村资源优势变

成经济优势，实现了三产融合，延伸了产业链，延长

了价值链，农村既有了好产业，也有了持续发展的动

力源。此外，休闲农业对接产与销、打通城与乡，为

乡村带来了人才，在畅通城乡双向循环上也能大有

作为。更重要的是，发展休闲农业不仅扩大了就业

容量，还让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幅提升。过去深藏在

大山里的农产品不仅有了销路，还卖上好价钱。农

田、农房等资源被“唤醒”，消游娱一体化让农民从

“收一季”到“季季收”，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来了，

也更有干头、有赚头、有奔头了。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休闲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仍然

存在部分问题。例如，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一些“网

红”县成了大家争相“拷贝”的模板；相关从业人员大多

数未接受过专业培训，服务质量良莠不齐；小而散的自

由发展状态居多，缺乏规范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等。

因此，提高休闲农业发展质量仍有发力空间。

首先，设计方案引领，完善配套政策。从休闲农业顶层设计层面入手，建立

思路清晰、任务明确、特色明显的休闲农业规划体系。同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加快出台完善的配套政策，创造休闲农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其次，结合地域特点，打地区“差异牌”。休闲农业的核心在“乡土”两字，在

做好科学规划的同时保留原汁原味尤为重要。要因地制宜深入挖掘当地内涵，

不搞“东施效颦”，走好差异化路子，多“学方法”，少“抄作业”，在一方土地上发掘

适合当地风土人情的新业态新模式。

再次，注重经营绩效，确保发展成效。在不脱离农业发展本身的基础上，发

挥传统农业在生产中积累的优势，积极转变思路，通过学习经营知识、构建完整

的治理结构、延长产业链等方式，提高自身经营水平，提升经营绩效。

最后，要不断补齐农村短板，算好“长远账”。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发展的后

劲才足，游客体验才好，“头回客”才能变成“回头客”甚至带来更多客。营商环境

优良，才能引来人才、留住人才。各地要强弱项，挖掘培育本土人才，鼓励引导外

出人才返乡创业，以人才下乡带动资源下乡，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休闲农业发展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沉下心来，多措并举、精心培育、久久为

功。把乡村打造成为生态绿地、文化福地和休闲旅游打卡地，让休闲农业真正成

为乡亲们的聚宝盆。

大山里的原乡情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如今，越来越多的北京城里人涌

入京西门头沟区，去大山里的“乡村休

闲综合体”观烂漫花海、享农家美食。

今 年 1 月 ， 门 头 沟 区 获 评 2022

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成为北京市

4 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之一。“近年

来，我们持续挖掘自然文化资源优势，

让游客有看头、有玩头、有吃头。”门头

沟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

科陈璇璇告诉记者。

门头沟区处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和长城文化带交会处，依托太行山脉

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丰富的高海拔山

地农业业态，拥有 2 项全国乡村特色

产品，4 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及 75

项北京市农业文化遗产。

位于雁翅镇淤白村的白瀑云景

是一家典型的乡村休闲综合体。“我

们以休闲农业、生态农业为基础，融

入了网红打卡内容，重点打造以农业

景观、农学科普、精致采摘、田园露营

为主题的创新景区。”该景区负责人

闫晶京说。

在这里，当地水库垂钓俱乐部利

用水库有机鱼资源，开展亲子垂钓体

验及相关课程培养。景区内的云野营

地活动草坪周围，有一个占地 50 余亩

的可食花园，含有休闲区、帐篷区、一

米菜园等项目。花园内建有立体景观

场景，可以让游客在采摘过程中感悟

农学知识。

雁翅镇淤白村书记曹宏武介绍，

自淤白村创新白瀑云景田园乡村休闲

综合体发展模式以来，开展了“五彩淤

白，缤纷盛夏”“粽情端午，乐享时光”

等一系列活动。2021 年至今，村集体

年收入保底分红 6 万元，运营利润分

红 20% ，并 解 决 当 地 20 余 名 村 民 就

业，每年为村集体及村民增收 60 余万

元，实现了集体和村民共赢。

陈璇璇告诉记者，近年来，门头

沟区不断推动政策集成创新，加快配

套设施建设，充分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和乡村多元价值，形成“农业+”多业

态 发 展 态 势 ，全 力 打 造 乡 村 休 闲 综

合体。

在妙峰山镇樱桃园里，樱桃花竞

相绽放，繁茂如雪；谷山村则以梨花节

为契机，筹备一场盛大的稻草人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大地艺术家以

稻草为原料，编制出一个梦幻的稻草

人王国⋯⋯

“十四五”期间，门头沟将打造 15

个美丽休闲乡村、20 个休闲农业园、

100 个 主 题 化“ 门 头 沟 小 院 ”乡 村 民

宿，构建“古村古道、流水人家”门头沟

休闲农业品牌体系。同时，延伸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走出一

条具有门头沟特色的山区经济发展之

路，打造北京市休闲农业的新亮点。

和美乡村好风景
本报记者 薛志伟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荣获“全国

休闲农业重点县”称号，这是长泰区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实际行动的成果。长泰坐落

于厦门西北侧，距离厦门岛约 1 小时车程，

被称为“厦门后花园”。便利的交通条件、优

美的自然风光，为长泰发展休闲农业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长泰坚持“全域旅游、全域景

区、全域发展”理念，推动休闲旅游全面深

度融合发展，挖掘山水田园、历

史文化、农耕文化、民族

民俗、风土人情、地热

温 泉 等 优 势 资 源 ，

大力发展休闲农

业 与 乡 村 旅 游

产 业 ， 成 功

打造了一张

“ 春 赏 花 、

夏 漂 流 、

秋 登 高 、

冬 温 泉 ”

四 季 经

典 旅 游

名片。

绿

港园生态

农 场 坐 落

于长泰区陈

巷 镇 ， 是 一

个集绿色农产品生产销售、科普教育、亲子

农耕、研学实践教育等项目于一体的休闲农

业观光园。该农场负责人杨全才说：“将‘农

业生产+亲子教育’相结合，让孩子在自然

中边学边玩，缓解了单一农业风险大，投资

时间与生长周期长的难题。”

目前，休闲农业已成为长泰的优势主导

产业，乡镇场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休闲农业

产业带和聚集区。凭借乡村美景和乡村好

物，各乡镇场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带动发展生态旅游村 12 个，休闲观光农业园

区 18 家，农特产品购物场所超百个，农家

乐、民宿、农家饭店 200 多家。

位 于 长 泰 东 北 侧 的 长 泰 花 仙 谷 也 是 将

农业与研学结合在一起的典型休闲农业代

表 ， 不 同 的 是 ， 花 仙 谷 融 入 了 康 养 元 素 。

记者刚进入花仙谷，就看到了数十位不同

年 龄 的 人 员 在 环 形 连 廊 里 快 步 走 。 原 来 ，

这些人员都是和合养生营的成员。和合养

生营教师朱苒庭说：“这里的环境好、空气

清新，场地又大，很适合我们养生营的成

员进行健步走活动。”

目前，长泰区休闲农业从业人员达 3.4 万

人，其中 85%以上是当地的农民，有力地带

动了农民就业创业。长泰区农业农村局一级

主任科员王锦玉表示，下一步，长泰将以建

设休闲农业重点县为契机，整合县域资源，

强化统筹协调，加强部门联动、政策扶持、

宣传推介和动态管理力度，切实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推动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

旅游产业高品质
本报记者 王金虎

近年来，山东省新泰市充分发挥市域乡村

多种功能，着力打造“和美新泰”休闲农业产业

品牌，建立完善休闲农业产业支撑体系。目

前，全市涌现含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元素的

乡村农业示范村居 568 个，并成功位列 2022 年

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为加快新型休闲农业提质升级步伐，新泰

因地制宜，着力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把最

初“种养+观光旅游”的单一休闲模式升级成

“种养+加工+观光旅游+科普体验+特色农产

品销售”的新型休闲农业发展模式。

作为具有“杏梅古村”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

村，龙廷镇掌平洼村以特色产业为依托，以老

井、石屋等资源为基础，着力打造集赏花采摘、

高端民宿、休闲度假、红色教育、民俗游乐于一

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目前，当地已成为著名

的网红打卡地，是山东省旅游特色村之一。

位于泉沟镇的如意谷乡村旅游示范园是

新泰乡村旅游“十朵金花”之一。该园区与泰

安市级贫困村赵家峪合作，将趣味娱乐、农耕

体验、科普教育、亲子互动以及绿色生态种植

集于一体，着力打造乡村团建民宿、森林餐厅，

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形象墙、肖光元纪

念馆、望星空亲子客栈等项目。“我们已接待游

客 2 万余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30%左右。目

前，我们已吸纳年卡会员 3 万余人。”如意谷运

营负责人刘群群说。

休闲农业产业发展活跃，促进了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该市农业农村局有关统计数据显

示 ，从 事 休 闲 农 业 与 乡 村 旅 游 的 农 民 达

161800 人 ，其 中 79.5%以 上 为 当 地 农 村 劳 动

力 ，从 业 农 民 人 均 从 休 闲 农 业 中 获 得 收 入

21400 元。

长兴农业创新园是山东省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基地、山东省农业旅游示范点，该园以生

态农业为主线，以“农业文化”“旅游文化”“乡

土文化”的融合为底蕴，打造了“传统农耕文

化+研学旅游+红色教育”基地，让广袤的田野

迸发出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

去年以来，新泰先后打造特色休闲农业旅

游线路 8 条，乡村民宿经营业户 3258 家，休闲

农业年接待 3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8.8%；2022

年实现全市休闲农业收入 17.5 亿元，同比增长

16.6%。“接下来，我们将制定配套政策，对重点

休闲农业项目给予必要的支持，形成政府引

导、村民参与、社会投资、部门协调的发展格

局，使新泰乡村休闲旅游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

擎、城乡统筹的新亮点、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

改善乡村环境的新途径。”新泰市文化和旅游

局局长井梓童说。

文旅融合新路径
本报记者 王 伟

近年来，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带动农民增

收。2022 年，保亭成功入选全国休闲

农业重点县。

保亭位于海南省南部内陆五指山

南麓，地处海南生态核心区。由于山

多地少，保亭发展规模化农业局限性

较大，故而“精品”“特色”“稀有”是保

亭农业始终坚持的发展方向。依托这

些特色地域产品，保亭大力发展集休

闲观光和农俗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农

业，带动乡村旅游发展，让更多村民在

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摘枝头硕果，赏群鹅嬉水，听一曲

黎歌，参与一场篝火晚会，这样的体验

让许多来到保亭加茂镇秀丽山庄的游

客倍感新鲜。“菠萝蜜钓鱼、百果园尝

鲜、槟榔林捡鸡蛋、休闲鱼疗⋯⋯刚好

周末，我们一家人出来到周边旅游，活

动下身体。今天沉浸式体验到了田园

野趣，让孩子得到了放松，亲近了自

然。”从海口自驾到秀丽山庄游玩的庞

嘉文女士说。旅游休闲农庄作为保亭

的一个特色旅游品牌，因环境优美、体

验项目丰富有趣深受游客青睐，成为

热门的旅游打卡地。

目前，保亭共建成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2 个，乡村民宿、乡

村旅游点、农家乐、乡村旅游采摘园共

90 余家，椰级乡村旅游点 14 家，其中

五椰级乡村旅游点 3 家。2022 年，保

亭共接待游客 219.71 万人次，其中一

日游游客 137.3 万人次。

2022 年，首届保亭红毛丹文化节

顺利举办，在此之前，连续多年举办的

“红毛丹采摘季”就已备受市民游客青

睐。以红毛丹产业为支点，保亭全面

整合采摘、餐饮、住宿、景区等资源，打

造农旅文融合发展新路径。

围绕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及“三区

三地”战略目标，保亭全力推进特色

重点产业发展。“我们在全省四大

主导产业下，确立了十大特色

重点产业，着力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文唐斌

说 ，去 年 农 业 总 产 值 达

39.9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4%，为 2018 年至今增速

最 快 的 一 年 。 接 下 来 ，

保亭将不断丰富乡村休

闲旅游业态，全力推进毛

岸花溪谷文化旅游区、九

香溪乡村旅游区、南梗（享

水谷）共享农庄等项目建

设，推动什纳村知青记忆农

庄等项目如期开工，加快推进

瑞汐途居、雅布伦南电美丽乡

村等项目的前期工作，为休闲农

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特色消费新业态
本报记者 王胜强

四月春暖，阳光正好。河北省邢台沙河市

十里亭镇金沙河红薯岭产业园区近万亩油菜

花展露新颜、成片绽放，吸引了一批批前来休

闲观光的游客。

“油菜花虽美，但如果只有花其实很难留

住游客。通过拓展新型消费业态，我们把农业

做出时尚感和休闲感，发展集生产、休闲、餐

饮、生态旅游、住宿于一体的多功能园区，增强

休闲农业吸附力，以丰富的业态留住游客。”河

北红薯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李雅

楠说，这里除了赏花，还有儿童喜欢的小火车、

时尚舒适的房车小院、功能多样的帐篷、特色

各异的精品民宿。

沙河市位于河北省南部，东部是肥沃的华

北平原，西部是巍巍太行山，拥有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近年来，该市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发

展休闲农业，成为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2022 年

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现在的沙河，游客除了

可以在红薯岭看花，还能到红石沟摘草莓、泽

丰生态园钓鱼、农耕馆参观农具。农业业态不

断丰富、场景趋向多元、品质持续提升，构成

“春赏花、夏游园、秋采摘、冬观雪”的区域休闲

农业发展新格局。

“沙河市地貌类型丰富，水系众多，为农作

物的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红色文化丰

富，文化遗产资源众多，传统古村落保护完好，

交通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这为休闲农业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丰厚的文化内涵。”

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占鑫说。

依托农业农村基础，找准发展路径，是休

闲农业发展壮大的基石。近年来，沙河市统筹

乡村振兴和山区综合开发，加强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成立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推

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以工业理念发展农

业，引入社会资本，加强休闲农业供给侧管理，

培育出“旅游+山水生态+传统村落+现代农

业+民俗文化”的特色消费新业态。

“进入 4 月份，天气转暖，越来越多游客到

村里赏花踏青，我们农家乐生意非常好，特别

是周末，来吃饭的人经常要排队。”在王硇古村

落，绿缘农家乐老板王延平忙得不亦乐乎。

2022 年，沙河市休闲农业吸引游客 250 万

人次，经营收入 1.95 亿元，近三年平均增速

3.67%。“休闲农业正成为沙河现代农业的领军

产业，我们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挖掘文化内

涵、丰富产品类型、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游客体

验，推动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打开乡村振兴

新空间。”李占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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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泰

北京门头沟

河北沙河

海南保亭

福建长泰

游客在河北省沙河

市十里亭镇金沙河红薯

岭观赏油菜花。

王 芳摄

山 东 省 新 泰 市 泰

山 百 合 和 园 万 亩 花 田

成海。 （资料照片）

福建省长泰区花仙谷旅游度假区福建省长泰区花仙谷旅游度假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编者按 日前，农业农村部认定 60 个县（市、区）为 2022 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拥有铁观音茶文化的福建安溪、

众多历史典故的山西盂县等位列其中。细数名单不难发现，此次认定的重点县把休闲农业作为县域主导产业的优势

突出，四成以上的县休闲农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七成以上的县休闲农业接待人次超 200 万。休闲农业发展好的县，新

农村建设的各项数据均表现不俗。今日选取 5 个典型案例呈现给读者，以期各地相互交流借鉴经验，把休闲农业做得

更有特色、更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