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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休闲农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前景展望 

董 伟，王洪帅，韩 波，贝桂民 
(济南市林业局，250002) 

摘要：随着济南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济南市休闲农业开发也方兴未艾。作者从研究济南市体闲农业 

的发展现状入手，着力分析济南体闲农业的特点、主要类型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提出了济南市体闲农业今后的发展思 

路及应 当遵循的指导原则，并展望济南市体 闲农业的广阔发展前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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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济南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 

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城市狭小的休闲 

空间，而渴望在闲暇时间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自然。 

城市居民的这种消费心理需求，为休闲农业的开发创造了市 

场条件，也使得济南市休闲农业在短期内发展起来。这不仅 

为市民提供了新的旅游空问，而且还通过休闲农业提供的参 

与性、知识性的农事和科普活动，扩大了游客的知识视野，获 

得了身心的放松，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l 济南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 

济南市休闲农业从 2o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最早是 

从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开始，虽然主要目的是农业高新科 

技示范和带动，但也面向社会开放，已经带有休闲农业性质。 

根据济南的农业发展实际和资源现状，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的步伐，济南市各级政府部门在吸取国内外休闲农业开发 

项17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济南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带有 

济南地域特色的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如今，济南各县区的特 

色农业和观光旅游农业都已经初具规模。 

1．1 济南市休闲农业的主要特点 

①实施大项目带动。济南市先后投入 5亿元资金。建设 

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七星台植物园、药乡森林公园等多个 

全市休闲农业重要基地。仅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建成以来 

就累计接待参观人员 5O多万人次，成为展示现代科技农业 

的观光旅游基地。 

②与旅游景点建设相结合。围绕五峰山、灵岩寺、四门 

塔等近郊旅游景点的深度开发，济南市先后兴建了一批旅游 

服务接待设施，促进了景点周围休闲农业的迅速发展，如在 

五峰山景区周围建设万亩玉杏园，小庵观光旅游农业区和钓 

鱼台水库游乐区，每年接待游人 lO万余人次，农民年增收 

120多万元。 

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休闲农业开发建设。在现已初具 

规模的项目中，利用社会资金兴建的项目占到85％以上。如 

美里湖观光旅游农业景区已建成和在建的6个项目，总投资 

达4OOO多万元，开发土地87h ，全部是民间投资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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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休闲农业开发与小城镇建设并举。济南市先后重点 

建设了13处中心镇和3O个重点镇，充分利用小城镇周围的 

风景名胜和人文景观，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如历城区仲官镇、 

柳埠镇等一批近郊小城镇，已经成为城市居民观光、娱乐、度 

假的休闲农业基地。 

1．2 济南目前休闲农业的主要类型 

从济南目前的休闲农业发展现状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 

下几种类型：一是科技示范型。如济南市农业高新技术开发 

区、济南林木良种繁育基地、七星台植物园等等，都是以农业 

技术开发和示范推广为主要功能，并兼具科普教育和旅游观 

光功能。二是游览观光型。以优美而富有特色的农业景观 

资源为基础，以强化游览观光功能为主要经营方向。如长清 

区张夏杏花节、武庄乡柿子园，历城区仲宫梨花节，平阴县玫 

瑰园等都是以花果为媒，让游人到园中赏花、摘果，享受田园 

乐趣。三是休闲度假型。主要依托名胜古迹、森林、河流湖 

泊等旅游资源，开发具有农林景观和乡村风情特色的休闲度 

假区，突出体现市民的可参与性。如济南南部山区以瓜果采 

摘和体验农事劳作为主要内容的柳埠镇千禧乐园，山东省青 

少年活动中心在济阳县投资建设的“红领巾假日农庄”，美里 

湖、章丘自云湖依托淡水养殖，开发以垂钓为特色，具有多种 

休闲娱乐功能的度假村等等。 

1．3 济南休闲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济南休闲农业起步不过 lO余年的时间，在开发过程中 

自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部分地区休闲农业开发缺乏 

政府正确引导，出现了无序状态。如济南近郊南部山区植被 

丰富，又是泉水的主要涵养区，具有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巨 

大优势。许多群众纷纷在水库、河道以及景区周围开发果品 

采摘、农家特色餐饮等旅游项目，尽管吸引了众多游客，但由 

于没有统一规划，布局杂乱无章，服务质量也普遍不高，甚至 

破坏了南部山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利于济南休闲农业的长 

远发展。二是部分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迫切需要解决发展模 

式和体制问题。济南各区、县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多由政府投 

资建设，但由于体制和管理等多方面原因，许多开发项目没 

有明确的发展模式和经营理念，盲目效仿其他地市的同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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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缺乏自身特色，经济效益不明显，所以多是惨淡维持。三 

是部分休闲农业开发项目内容单一，缺乏吸引力。如济南武 

庄柿子节，只有深秋季节，柿子挂满枝头的时候才能吸引游 

人；平阴是有名的玫瑰之乡，玫瑰节已经连续举办多年，但玫 

瑰的盛花期也不过两周时间。类似这样的休闲农业开发项 

目尽管具有地域特色，但季节性强，没有丰富的内容，因而不 

能形成多元化的经常性经营，很难吸引更多的游客。 

2 济南休闲农业开发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2．1 开发项目论证需要从多角度入手 

休闲农业项目的开发具有不同于一般旅游项目的特点， 

它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综合论证，至少应涵盖以下方面： 

①本地区农业资源基础的分析：农业、资源基础，自然景 

观以及乡村民俗的可展示性。 

②市场定位：休闲农业旅游首先是济南本城市居民休闲 

的“后花园”，而不是依托更广阔的市场。 

③区位选择：首先是济南城市周边农业地带，然后再向 

交通便利、农业基础较好地带延伸。 

④规划内容：根据地域特色，因地制宜，走生态旅游、娱 

乐休闲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2．2 切实保证旅游与生态农业的协调 

休闲农业的“农业”内涵应该定位于旅游与生态农业协 

调所体现的地域特色。即地域生态农业特色和地域农业文 

化特色，生态农业在于构造一种符合自然生态的农业景观， 

村前清溪潺潺，枝头鸟语花香才是真正充满生机的田园风 

光。要防止出现过分依赖非 自然农业技术手段营造观光农 

业园区的倾向。对农村民俗文化的展现应根植于济南本土 

已具有浑厚传统的民俗文化的提炼和再现，而不是刻意去追 

求和制造。应该说旅游开发与生态农业的协调才是济南休 

闲农业的未来可持续发展之路。 

2．3 政府要积极引导当地休闲农业的发展 

针对目前济南市许多政府参与性较强的生态农业示范 

园多经营不善的局面，政府应及时转变角色，在严格规划论 

证程序机制的基础上，遵循市场机制开发建设的原则，由政 

府积极参与吸引企业投资，以经济效益推动农业科技示范园 

科技示范作用的发挥。 

2．4 济南市休闲农业遵循的发展原则 

为推动济南市休闲农业的健康发展，济南市政府根据本 

地区经济发展实际以及休闲农业项目的开发现状，及时制定 

了济南市休闲农业开发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 

①注重实效，循序渐进。休闲农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 
一 定阶段的产物。各县区在项目开发上，既要抓住机遇，因 

势利导，又要坚持发展速度、规模与效益的统一，积累经验， 

逐步展开。避免脱离地方实际，盲目开发建设。 

②科学规划，突出特色。依靠当地自然环境、农渔特产， 

同时充分利用文史资源、民俗艺术，构建不同特色的空间形 

式，是发展休闲农业的关键。济南各地区都要因地制宜，制 

定科学的休闲农业发展规划，以充分发挥地方特色，体现乡 

土风情，又提升旅游的品位，满足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心理。 

如将开展平阴圣母山宗教文化旅游与和玫瑰特色观光农业 

相结合，即是平阴休闲农业的发展特色。 

③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发展特色休闲农业要正确处理 

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关系，防止滥占耕地的现象发生。对于休 

闲农业配套服务设施的规划，要合理布局，不能以破坏生态 

环境为代价。要实现休闲农业与农村自然、农业经济的协调 

健康发展。 

3 济南市休闲农业发展前景展望 

随着济南市地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济南市政府把发展休 

闲农业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的重要途径，并于2001年在全国率先以政府的名义下发了 

“关于发展休闲农业”的文件，有力的促进了济南市休闲农业 

的健康发展。如今独具特色的林果业和种植、养殖业成为济 

南发展休闲农业的重要基础；而济南广大农村优美的自然环 

境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也为休闲农业开发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空问。如南部山区林果业已成为济南最重要的干鲜果 

品生产基地，同时南部山区森林茂密，植被丰富，又有四门 

塔、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等景区、景点，这些都成为吸引城市居 

民假日到南部山区休闲旅游的资源优势。 

对于济南市休闲农业的发展，市政府制定了明确的目 

标：就是要经过 1O年的努力，在各旅游景区周围，交通干线 

两侧的主要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构筑起点、线、面相结合的全 

市休闲旅游农业新格局；建立起一批不同特色、不同层次和 

规模，具有观光、休闲、体验和科普等多功能的休闲农业基 

地；通过发展休闲农业，进一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 

收入，加快农村城市化发展步伐。 

随着济南各级政府部门对休闲农业的重视，政府引导和 

扶持的力度也在逐渐加大。济南休闲农业发展经过整合，必 

将走上理性的发展道路。休闲农业的规划内容将向更加丰 

富的层次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居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休闲农业也将成为城市假 日娱乐休闲的主要方式。 

如今城市、乡村的交通日益便利通畅，更多的城市居民在节 

假日、闲暇时间走进乡村，在清新自然的环境中放松自己，体 

验农家乐趣的同时，也为济南市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 

新的契机。因此，济南市的休闲农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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