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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吉林省旅游业传统项 目——冰雪旅游面临的挑 战及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意义的分 

析 ，提 出吉林省应加快打造生态旅 游农业，从而打破只打 “冰雪”牌 的局 面，优化旅游 产业结 

构 对吉林省 目前开展生态旅游农业的资源优势进行评价，提出吉林省生态旅游农业发展方略， 

最后 对吉林省发展生态旅游农业进行 了潜力挖掘和前景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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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为基 

础，以开发田园旅游资源为重点的新型艺术农业， 

它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生活于 

一 体，是一种高层次的农业。 

1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是吉林省旅游产 

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2002年4月 4 13，第十届国内旅游交易会在南 

京开幕 ，吉林展 区以冰雕形式布展 ，推 出我省传统 

主打项 目——冰雪旅游 。而如今旅游越来越讲究品 

牌 ，许多旅游企业都利用 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 ，推 

出一系列 “品牌线路”，大打 品牌 战略，而我们 不 

得不正视我省 “冰雪 ”品牌 目前 已面临的众 多挑 

战。 

1．1 挑战之一—— 市场竞争激烈 

提起冰雪旅游，国内外更多的游客可能会首先 

想起哈尔滨 。而哈 尔滨 的冰雪旅游确 实是历史 悠 

久 ，仅冰灯 项 目，哈尔滨 从 1985年开始举办冰雪 

节以来，现在已是第 l8届冰灯会了，仅 1998年哈 

尔滨冰博会的纯利润就曾高达 800多万。再如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的推出更是抢占了大部分的冰雪旅游 

市场 。也就是说 ，在东北地 区我省的冰雪旅游并不 

占明显优势。 

今天，北京 、四川、河北等地的 “冰雪游”异 

军突起 ，已威胁到 了东北 冰雪 “一 枝独 秀”的局 

面，各地纷纷投人上百万的巨资以吸引更多的游 

客。 

“洋雪”也开始瓜 分国内的客源市场 。以韩 国 

为例 ，它 自 1999年开放成为 中国公 民出境 游的 目 

的地后，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冰雪游，其雪岳山的 

阿尔卑斯滑雪场以丰沛的雪量著称。滑雪场旁边是 

著名的温泉水世界 ，游客在那里可 以享受到韩 国唯 

一 的全天侯室内温泉浴 ，这些对游人来说都是 “致 

命的吸引”。 

1．2 挑战之二—— “靠天吃饭” 

冰雪旅游 ，无庸置疑是在 “靠天吃饭”，老 天 

不下雪，哪还有雪玩。尤其是今年的 “挑战”尤为 

严峻，不但雪下得少 ，而且碰上暖冬 ，致使滑雪场 

雪少无趣，连用巨资精心打造的冰雕都是化 了又 

补 ，补了又化 ，可谓损失惨重 。 

经过如上分析，我们确实该考虑——只打这种 

“靠天吃饭”，又不是很具竞争力的 “冰雪”旅游品 

牌是不利于我省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的。因此 ，必须 

挖掘我省真正有魅力、有特色并极富竞争力的生态 

旅游农业 ，打破只打 “冰雪”牌的局面，优化我省 

旅游产业结构 ，这是吉林省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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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需要 。 

2 发展吉林省生态旅游农业的意义 

2．1 生态旅游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生态旅游农业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资 

源开发基础上的农业 ，是农业领域带有方 向性的重 

大变革 。发达 国家 和 国内许 多地 区的实践 已经证 

明，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是农业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 

态、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2 发展生态旅游农 业是贫 困地 区脱贫致富 的有 

效途径 

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技术水平低，人口素质差， 

发展工商业困难较大，致富门路有限。但这些地区 

往往有洁净的生态环境、奇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 

历史文化 、古朴的民俗风情 。因此 ，在这些地区立 

足自然生态资源，发展旅游农业，与发展其他工商 

业相比具有空气污染少、环境破坏小 、市场风险低 

等特点。同时，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既能使 自然与 

农业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又能从小的成本较快 

地增加群众的收入，成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有效 

途径 。 

2．3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扩 

大就业的重要途径 

生态 旅游 农 业 在 传 统 的旅 游 业 吃、住 、行、 

游 、购 、娱六大要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种植 、养 

殖、加工和环保等要素，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型支 

柱产业。特别是在当前企业改革步伐加快、下岗职 

工增多 、劳动力闲置较大的情况下 ，发展生态旅游 

农业能够带动建材、建筑、交通、通讯、食品工 

业、商业服务业等诸多行业的发展，增加大量的就 

业机会 ，对于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2．4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 

外资的需要 

旅游业是对外开放的先行行业，发展生态旅游 

农业 ，一方面，能够加快城乡环境建设，拓宽人们 

魄生活空间，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一种田园 

牧歌式 的生活 氛围 ，从 而改善投 资环境。另一方 

面 ，由于近年来人们受返朴归真思想的影响，传统 

的旅游业也正在向生态旅游和农业旅游等新的领域 

扩展 ，生态旅游农业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把两者 

有机地结合起来 ，抢 占了旅游业制高点 ，从而能够 

吸引更多的客商慕名前来观光旅游，进一步加强国 

际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加快开放步伐。 

2．5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生态旅游农业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它通过 

因地制宜选择农业经营方式和资源利用模式，发展 

成方连片的花果园、生态林、绿色粮油等，实现生 

态资源的保护、培植、再生和永续利用，使农业具 

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 ，把旅游娱乐与农业发展 

紧密结合起来 ，既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农业本身的增 

效能力，又能靠旅游业增加创收，提高反哺农业的 

能力，从而不断开拓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实现农 

业较高层次上的 良性循环。 

3 吉林省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资源优 

势 

世界各国的生态旅游农业主要形式有观光农业 

园、市民农园、农业公园、教育农园、休闲农场、 

森林旅游、民俗旅游等等。依据我省旅游资源情 

况，目前宜开展观光农园 、森林旅游和民俗旅游。 

3．1 观光农 园 

开放成熟的果园、菜园、花圃、菜园等，让游 

客人内摘果、拔菜、赏花、采菜，享受田园乐趣。 

这是国外旅游农业最普遍 的一种形式 。对于生产者 

来说 ，旅游农业 虽然增加 了包装 ，对于 消费者来 

说 ，这种 自采 自买 方式尤 其适 于那些 优质 生鲜 产 

品 ，买得放心。 

我省是农业大省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具有明显 

的区位优 势和得天独厚 的旅游 资源。2002年 1月 

30日我省的 “左家特产观光生态园”和 “前郭灌 

区莲花泡农场”被列入全国首批 100个 “工 、农业 

旅游”示范点候选名单。 

3．1．1 左 家镇特产观 光生 态园——特 色农、副产 

品带动特色旅游 

左家镇地处长白山余脉向松辽平原过渡带上， 

幅员面积 226，3平方公里 ，是吉长两市之间唯一 的 

一 块森林 绿地 ，森林 面积约 占 56％，中 国农 业科 

学院特产研究所，吉林特产高等专科学校坐落在镇 

内。50年来，特研所在 “紫貂、梅 花鹿、银狐、 

天鹅、山鸡、野鸭”等珍禽异兽的选育、驯化、繁 

殖、深加工，名贵中草药及野生果类的研究与利用 

上已获得重大突破，左家山葡萄酒系列、西洋参酒 

等系列产品享誉省内外。截至目前，左家镇已累计 

接待游人 1．8万人次，收入超过百万 。 

3．1．2 前 郭灌 区莲花泡农 场—— 鱼塘、莲花、大 

米营造特色农业 

前郭灌区莲花泡农场幅员面积 3．46万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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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稻 田 1．6万亩，成 片林地 2000亩 ，精养 鱼塘 

1000亩 ，天然莲花池 200亩。截至 目前共接待旅游 

者 30万人次 ，旅游收入 60多万元。几年来，该农 

场 累计投资 500多万元 ，建起 了莲花亭 、钓 鱼岛 、 

狩猎场等游乐设施 ，其中千亩鱼塘和莲花池 、莲花 

阁、莲花亭 以南 方水 乡为主 ，2000亩 森林则 充分 

体现 了北方风格。今年 3月 ，该农场与外商签订了 

投资协议 ，预计 投资 1500万元对该农场进行重新 

规划 。届时 ，预计莲花}也每年可接待游客 l0万人 

次 以上 ，年经济效益 100万元 。 

3．2 森林旅游 

我省东部是长白山脉，森林茂密，有大面积原 

始林分布。长白山作为中国八大名山之一而闻名遐 

迩 ，是国家级 自然保 护 区。首批 国家 AAAA级景 

区，1979年纳入联合 国教科 文组 织世 界生物圈保 

护 区网络 ，以温带森林生存系、自然历史遗迹 、珍 

稀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 。长白【Ij生物圈保护区不 

仅具有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 ，还由于受海 

洋 、气候 、土壤等 自然条件的综合影响和地质历史 

上的原 因，具有特殊的 自然地理特点 ，是欧亚大陆 

北半部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 自然综合体 。以其巍峨 

壮观的火山地貌 ，从温带到寒带的山地森林垂直景 

观 ，由地表水和地下水汇集而成的第二松花江 、鸭 

绿江、图们江奔流不息的三江之源 ，浩瀚的原始森 

林及其繁衍 的 2540多种野生植 物和 364种野 生动 

物构成纷繁多样的生物基因库。长 白山西坡独有的 

高山花园、长 白山锦江大峡谷 、温泉瀑布赏花区、 

卧龙赏花区、梯子河 、长白山天池 ，迥然奇异的植 

被 、针阔混交林带 、林海雪峰等都堪称世界奇 观。 

我省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发展森林旅游提供 了基础 ， 

而且适应 2l世纪森林旅游业 的发展趋势。 

3．3 民俗旅游 

利用农村特有的文化或风俗作为农业旅游休闲 

活动的内容。 

在我省龙井市龙山朝鲜族 民俗村 ，已建有民俗 

博物馆、朝鲜族现代民宅、近代土木结构草房，扩 

建了凉亭 、红箭 门、商店 ，增设 了秋千 、跳板以及 

能接待外宾的民宅。 

吉林省西部辽阔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上生 

活着蒙古族。每年 7月，千里草原鲜花盛开，牛肥 

羊壮 ，那达慕 盛 会也在此 时开 始。美丽的草原 风 

光 、悠扬 的马头 琴声 、紧张热烈 的赛马 、摔跤活 

动 ，还有香气袭人 的烤全羊 、手抓饭 、草原香酒让 

人体尝蒙古族风情 。位 于向海 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 

向海蒙古族乡以及相邻 的西艾力蒙古族聚居地 ，开 

发民俗风情旅游 ，可以让旅游者领略蒙古族的生活 

方式 ，亲 自品尝香甜的奶茶与美酒 ，品尝特制的具 

有草原风味的牛羊肉，亲自参与独具蒙古族风格的 

优美舞蹈 。让游客在旅游中体会和了解蒙古族的风 

土人情，了解少数 民族的传统文化 、悠久的历史 ， 

增长知识 ，促进民族团结。 

4 吉林省生态旅游农业发展方略 

4．1 探索经验 ，建立试点 ，逐步展开 

首先在农村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域或观光性农业 

生产活动较强的农村选取试点 ，对农事活动 、农业 

生产 、村镇建设进行规范和指导凋整 ，在原有旅游 

基础上，或专门组团旅游听取意见进行 改进 ，总结 

经验 ，尽快完善与发展生态旅游农业。 

4．2 生态旅游农业的开发要以市场为导 向 

农业旅 游是一种 特殊的产 品 ，它 是 以 自然 资 

源 、农业技术以及农村的风土人情等及配套设施为 

原材料 ，以 “行 、游 、住 、食 、购、娱”诸要素及 

各个环节的服务为零部件，针对旅游市场需求，按 

照一定路线设计、加工、制作、组合而成的。因 

此，制定规划时，不是所有的农业资源都搞开发、 

旅游，而应以市场为导向，才能减少或避免投资开 

发的盲 目性，从而使 资源优 势充分转 化 为经 济优 

势，推动农业迈上新台阶。 

4．3 大力宣传吉林省生态旅游农业 

人们对新事物 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 ，而生态旅 

游农业的实施涉及到广大农村地 区的农户 ，因此 ， 

要大力宣传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意义 ，既能促进吉 

林省旅游业发展，又能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转变 

那种 “农业不能搞旅游 、农 民不 会搞旅游 、农村没 

条件搞旅游”的传统观念。让中外游客逐步认识到 

吉林省不仅有优美 、壮观的自然 景色 ，独特 、丰富 

的民俗风情 ，还有有趣 、有益的农村生 活、农村景 

观 ，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类型。 

4．4 协调管理 

生态旅游农业初步发展起来后 ，有可能 出现 自 

我盲 目的混乱现象 ，因此 ，需 及时制定有关政策 、 

法规和规定 ，及时做到趋利避害 ，照章行事 ，同时 

协调和健全管理机构 、各部门的合作管理。生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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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农业的发展是一循环过程 ，需要各种设施配套及 

各个环节的有机衔接 ，如交通 、水电 、通讯等设施 

必须配套 ，宣传 、组 团、运送 、接待等服务的各个 

环节需配合协调 。还应该意识到生态旅游农业受 自 

然条件制约性很大。因此 ，还必须开创综合性旅游 

项 目，丰富旅游 内容，做到扬长避短 。 

5 吉林省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潜力挖 

掘与前景展望 

5．1 潜力挖掘 

我省是农业大省，农业资源非常丰富，玉米、 

大米的数量 、质量均属上乘 ，农产品的加工业及其 

附属产业都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但面对如此丰厚的 

家底 ，我们的开发程度却远远不够 。因为生态旅游 

农业不仅仅是看看农作物 、看看各种特色产品和资 

源 ，还需 要有 人文 的东西在里 面，像北京郊 区的 

“四季青”的旅游 、山西 的 “农 家乐”旅游都是把 

旅游者领到能反映其地域 、民俗风貌的农家大陆 ， 

让他们和当地的农 民一块儿吃 ，一块儿住 ，一块儿 

劳动，让f~ffl亲身体验其生活的每个细节，而我们 

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其实吉林省有许多村落都 

体现 了鲜明的关东特色，像松花江边上的 “打渔鼓 

村”，康熙 、乾隆都 曾到过此处 ，该渔村现在还养 

着一种名为 “海东青”的鹰，这种鹰眼神犀利，用 

它狩猎 可是个 好帮手 。目前 ，有许 多像 “打渔鼓 

村”这样特色鲜 明的地方还处在旅游的初级 阶段 ， 

旅游资源浪费严重。 

再看净月潭的东北民俗村，无论从规模还是旅 

游纪念 品、配套活动等方面都与 “民俗旅游”存在 

相当差距 。其实东北的民俗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比 

如 ，我 们可以多请一些能工巧匠 ，手工做一些具有 

东北特色的虎头 、鲤鱼等造型的手提灯笼 ，到 了夜 

晚 ，摆放在景点的某个角落 ，不但可 自成一景 ，而 

且还可以当作工艺品来卖。另外 ，我们可以在满族 

文化上大做文章 ，乌拉鞋 、关东鱼等有浓厚地域特 

色的吉祥物都可以好好 的利用。 

5．2 前景展望 

目前 ，我省的生态旅游农业已开始起步并取得 

初步成果。 

2001年 6月 18 13开业的 “新光朝鲜族民俗村” 

就是一个成功有益的尝试。这个 民俗村位于长春市 

二道区四家乡新光村，小村住的都是朝鲜族。他们 

用朝鲜族特有的民俗来做旅游生意。以家庭为单位 

来接待游人 ，客人来 了，走进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朝 

鲜族家庭 ，小木屋 、茅草屋各有千秋 ，环境温馨典 

雅 ，加之朝鲜族妇女的特殊礼仪 ，让客人感到胜似 

自己的家。秋 千 、跳板 、垂 钓 、台球 、舞 池 、凉 

亭 、小木屋 、火坑 、 “河水无肥米 饭”、打糕 、狗 

肉、特色咸菜 、古老的朝鲜族用品 、排楼 、民族舞 

蹈和民族歌曲等构成了民俗村绚丽的风景 ，特殊的 

朝鲜族礼仪文化更让游人大开眼界 ；良好的饮食卫 

生、舒适的住宿环境、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游人流连 

忘返。这个 日可接待200名游人的民俗村自开业以 

来，生意一直红红火火 ，城里的客人远道而来 ，把 

一 个昔 日冷冷清清的小山村搞得热火朝天。这里完 

全可以变成一个集 自然景观 、民族风情为一体的朝 

鲜族仿古村。 

长春市朝阳区根据市委九届五次全委会提出的 

“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导思想， 

相应制订 了本区的旅游发 展方向——拟开 发大屯 、 

永春 、乐山三镇的生态园区。在大屯镇 内建立生态 

农业园区，大力开发种植业 ，加工无公 害果蔬 、无 

土栽培和观赏农作物 ，把大屯镇 建设 成集种植 业 、 

加工业和田园观光为主格调的生态农业园区。在永 

春 、乐山两镇建生态健身园区，园区除强调秀美的 

自然风光外，还注意了开发各种新 奇的娱乐项 目， 

如随风滑道 、梅花桩 、滚沙场 、转翘板等 。 

另外，吉林省将在今年举办的一系列旅游盛会 

也都是对发展生态旅游农业 的有益尝试 。如 5月的 

“第三届长春世界风景园梨花节”；7月的 “2002中 

国·吉林长白山花卉旅游节”、 “吉林松花湖之夏旅 

游节”、“查干湖首届民俗旅游节”、“叶赫满族 民俗 

风情游”；9月的 “2002年延边 中国朝 鲜 民俗文 化 

旅游节”；10月的 “长白山金秋红叶节”等等。 

旅游产业不仅给我省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 

时也提高了我省的知名度。因此我们必须找好发展 

吉林旅游的立脚点，打破只打 “冰雪”牌的局面， 

谋求 “一季火变四季红”，推 出特 色旅 游 ，大力 发 

展生态旅游农业 ，形成具有竞争性的吸引力，促进 

我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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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in resources superiority and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 

of developing ecological tourist agriculture 

WANG Bin 

(Management Insistute of Tour and Hotel，Northeast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Dalia 1 16025，China) 

Abstract：Making an analysis of the ehaHenge to Jilin tourism’S traditional item— Ice Skating and Skiing Tour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 

ing ecological tourist agriculture，we raise a view that Jilin province should speed up the structuring of the ecological tourist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find a way out of Ice Skating and Skiing Tour and optimize the tourism structure．Jilin present resources superiority of developing the ecolog— 

ical tourist agriculture has been evaluated and its developing stragety has been put forward． Lastly its potential exploition and prospective fore— 

cast has been sh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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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走出去创造 良好 的外 部环境 。这些成 功的经验 ， 

大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吉林省作为一个 内陆省份和农业大省 ，传统的 

对外交往和生产经营模式 ，导致某些人思想上的保 

守和小农意识，这是束缚实施 “走出去”战略最大 

的思想障碍。走 出去是有风险的，但是 ， “不经历 

风雨，怎能见彩虹”。政府应当通过制定优惠扶持 

政策、牵线搭桥、提供咨询服务等，引导和鼓励具 

备一定竞争能力的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走出 

国门，为企业 自身发展 、壮大寻求广阔空间 ，也为 

吉林经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实现新 的跨越式发 

展开辟道路 ，摸索经验 。 

Several thoughts on quickening Jil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entering WTO 

WANG Zhong 

(Youth League Committee，Changchu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 As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WTO，it produces a comprehensive and deep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nfic soc iety． 

Facing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Jilin province should lay a stress on workings such as changing governmental functions，quickening person— 

nel training， focusing on technical innovation， carrying out the strategy of ‘walking-out’ and so on． 

Key words ：Jilin province；government mechanisms；personnel training；technical innovation；enterpris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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