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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包河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初探 

周光爱 ，高正辉2(1、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安徽合肥 230051；2．安徽肯农业科学院同艺研究所．安徽合肥 230031) 

摘要 分析了合肥市包河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优势和现状，论违了开发该项产业的前景
、意义及应该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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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河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优势 

1．1 区位环境优势 包河区位于合肥市中心以南，东邻南 

淝河，南濒巢湖，西至金寨南路，北界环城路，总面积 230．7 

km (其中巢湖水域面积 41．3 km2)。辖骆岗、义兴、义城 3个 

镇和大圩 1个乡，常青、芜湖路、宁国路 、巢湖路4个街道：包 

河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襟三河而带一湖——包河、十五 

里河、南淝河川流其问，区南紧临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 

湖，区西紧临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湖光【jl色似仙境， 

碧水蓝天最怡人。目前，合肥提出了建设“滨湖新城”的发展 

目标，未来合肥大步向南趋向巢湖发展，包河区必将处于前 

沿阵地 、核心区域 包河区具有便捷的立体交通优势：合肥 

骆岗国际机场座落区内，南淝河“黄金水道”通江达湖，312国 

道、合安高速、市区一环、二环等高等级路相互交织，包河大 

道连二环直达巢湖、淝河路、飞龙路、骆兴路等 内下道正加 

紧建设，形成了便捷的交通网络。 

1．2 生态资源优势 该区域是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四季分明、冬夏季较长，春秋季较短，冷热适中，水光温等 

自然资源丰富。包河区水面面积 4 130 hn ，现有林业用地面 

积892．8 hn12，占土地总面积 4．7％，森林覆盖率达 13．7％，农 

田林网建网率90．2％，活立林蓄积 8．5万 一 林业用地中， 

有林地面积 303、5 hm ，占 34％；未成林地 581．9 hm ，占 

65．2％；苗圃地 7．5 hm2，占 0．9％。全区非林业用地面积 

18066．7 hm2
，其中耕地面积 4(DO hm2。全 现有城市绿地 

3 522．8hm2
，绿地率 18．6％，绿化覆盖率23％ 其中公共绿地 

167．3 h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5．49 。公共绿地中公园或游 

园面积44．06 hn12，道路、河渠绿带等 123．24 hm2。 

1．3 农业发展现状优势 所辖农业乡镇，充分利用大城市 

提供的最便捷的信息和最新科技成果，在允分保护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展示了其前沿农业的特点。目前，全区主推生态 

种植模式有杨树林立体种植模式、葡萄套种套养模式、水稻 
一 冬瓜、瓠子轮作换茬模式、鱼一鸭混养模式，区域内生态环 

境良性循环。三个大农业乡镇生态农业发展上各具特色，其 

中大圩乡属大型国家综合开发区，田成块、林成网、沟相通、 

渠相连，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该乡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 

农业，突出抓好以葡萄为主的“林果之乡”建设，加快实施 

“1116”工程：即建成万亩蔬菜、万亩林果、万亩优质稻、年产 

600万只鸭的专业化基地。义城镇重点突出退耕还林工程， 

营造速生态杨树林，退耕还林面积逐渐增大：同时，该镇大 

力发展生态农业，以韦桥村为主开发种植的 154 hm 瓠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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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基地及农产品通过省级无公害认证。义兴镇大力发展蔬 

菜种植，大型集中连片的西红柿基地已具规模，其中有 140 

hm 西红柿基地及产品被省农业环境总站认证为“安徽省无 

公害西红柿基地”和“安徽省无公害农产品”。 

2 包河区开展生态农业旅游的现状 

2．1 生态农业旅游类型 近年来包河区大胆探索，将生态 

农业融入旅游业，主动与市内各旅行社联合，迈出了开发生 

态农业旅游的第一步，将观光、健身、休闲、娱乐、参与等旅游 

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旅游产品开发形式趋向丰富与新 

颖，而且通过旅游歼发为该区农业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 

促进了由郊到城的转变，推进了城市化进程。 

2．1．1 观光型：利用省、市、区投资建成的农业科技示范 

园，通过无土栽培、优质瓜果、淡水鱼类养殖、反季节精品蔬 

菜和名优花卉等农业生产技术，向游人展示现代农业前景的 

魅力。通过传统农业种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优势，引导 

开发“赏万亩油菜花”，“游千亩生态林”，“闻别有风韵的藕飘 

香”等农业旅游项目，让游人享受自然风光。 

2．1．2 娱乐型。利用水产养殖业，开发捉大龙虾、钓大鲫 

鱼、荡小竹筏、踏小水车、扛大冬瓜比赛等娱乐活动，使游人 

身临其境，享受农家水乡田园的情趣。 

2．1．3 健身型。通过开发区域内南淝河、巢湖等水面资源， 

开展划船比赛、钓鱼比赛，让游人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2．1．4 参与型。利用林业种植优势．开辟“女儿林”、“家园 

林”的种植园，游人自己栽树，自己管理。让游人深入农庄生 

活，体验摘葡萄、摘冬瓜、挖花生的乐趣，实现情感交流，体验 

收获的喜悦。 

2．1．5 品尝型。建立农家渔庄和农家茶社，在这里可品尝 

到正宗的农家土菜，在喝大碗茶、吃花生、品葡萄的当中，使 

游人享受回归自然的感受。 

2．2 生态农业旅游景点 

2．2．1 大张圩生态景观区。义城镇临湖岸大张圩建有 533． 

3 hrn2生态林基地，基地内树木成荫，满跟葱绿，空气清新，景 

色爽人，鸟语花香，野禽出没，被喻为合肥市最大的天然氧 

吧。登岸堤临湖面林．极目远眺，令人心旷神怡。环巢湖旅 

游大道将穿越于大张圩林业基地，为生态景观区的开发、保 

护和利用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林区内建立野生动物观 

赏区，修建自行车道、散步道和架空的观赏廊道。 

2．2．2 巢湖“渔人码头”。义城镇拥有41．3 k 的巢湖水面， 

沿湖岸线全长 lO．5 km，自东向西形成蛟龙腾飞之状，湖面碧 

波荡漾、渔舟轻唱、朝霞辉映、山水相连，湖岸绿波浩渺、野花 

飘香、珍禽纷飞、灯光辉映，是旅游度假、休闲观光的天然港 

湾，巢湖滩涂平坦，水位平稳，目前正规划建立水上栈桥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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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码头，打造中国的“渔人码头” 

2．2．3 滨湖水上休闲运动中心。义城镇东南施口村境内腊 

树圩，东临南淝河，三面环湖，可远眺巢湖姥山、四顶山秀色， 

湖光山色尽收眼底，环境优美，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景观 

视野，发旅游、度假条件优越，是合肥市打造现代化滨湖城市 

的最前沿阵地，也是国家级巢湖旅游名胜风景区的重要组 

团。建设以滨湖休闲娱乐、水上观光、水上运动、滨湖游览等 

为主，餐饮、购物等服务设施为辅的水 休闲运动中心。 

2．2．4 大圩精品蔬菜。大圩乡上圩新河 、么滩、迎河、黄港、 

余墩 、慈云等村 333．3 hn 无公害果菜基地，空气清新，阳光 

充沛，周边无工厂污染，为安徽省无公害果菜基地，空气、土 

壤、灌溉水有利于无公害蔬菜的生长。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 

平 日益提高，精品蔬菜市场前景十分看好，目前正扩大冬瓜、 

雪菜 、韭菜、油麦薹菜、生菜、紫包、西兰花、香葱、香蒜、飘花 

藕等精品蔬菜的规模，逐步向“精、细、反季节”方向发展。 

2．2．5 大圩经果林基地。大圩乡在慈云村和新民村建立特 

优经果林基地666．7 hn12的项目正在实施．已选择红提、美人 

指葡萄、雪枣、梨枣、油桃等树种。全面推广了经果林立体栽 

培模式新技术，提高综合效益。 

2．2．6 大圩休闲垂钓园。大圩乡圩区自然水面333．3 hm2， 

分布比较散松，为了适应乡旅游项目的开发，正在大圩乡新 

民、东林两村建立休闲垂钓园。 

2．2．7 大圩新安家庭植树园。该植树园位于包河区大圩乡 

新河村境内，地势开阔，有水泥路与淝河路相连，交通方便： 

以家庭为单位，种植观赏树木，形成具有观赏性和纪念性的 

园区。 

3 开发生态旅游农业的效益 

3．1 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范围，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通过 

对农业资源的旅游开发，为旅游者提供了观赏、品尝、购买、 

习作、娱乐、疗养、度假等系列服务，可获得高额经济收入，从 

而实现农业生产的高附加值。如大圩的“葡萄节”、“新安家 

庭植树园”带动了交通、餐饮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 

3．2 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原有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环 

境的基础上，根据旅游业的要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产业 

结构的布局，形成合理的特色和规模，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3 推动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以农业为基础，以旅游为媒 

介，招来八方宾朋，有利于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同时也有助于 

培育和开拓市场，提高当地产品的知名度，增加销售渠道。 

3．4 缩小提高劳动者素质，消除城乡差别 生态农业旅游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生产和管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需要懂农业科技的技术人员和高层次、复合型的管 

理人才，从而造就了一代高素质的农民，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3．5 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 

是由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由温饱迈向小康乃至富裕而又 

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一种有效途径。旅游者既获得了生 

活乐趣，又学习了农业、农村的知识。由于注重高科技投入， 

注重无公害技术的使用等，避免因施用投入品而带来的生态 

破坏，为游客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其环境效益也是不可 

估量的。 

4 开发生态旅游农业的几点建议 

4．1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生态旅游农业以生态农业为 

基础，坚持生态环境“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推广应 

用适宜生态模式，在农产品生产中推广使用无公害操作技 

术，严格控制各种投入品的使用，保持空气、土壤 、水资源不 

受污染，促进生态环境健康发展。 

4．2 提高科技含量 城郊型农业不仅生产食物，而且成为 

美化环境、绿化市容及观光 、休闲、学习的重要产业。发展城 

郊型生态旅游农业应利用其区位优势，争取上级部门的支 

持，增加资金投入，建立配套设施，提高科技含量，引导前沿 

农业的发展。 

4．3 培育农民的参与热情 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业生态旅 

游的开发，让农民懂得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相互依存，一 

损俱损。 

4．4 积极做好宣传筹划工作 利用报纸、电视、现场会等形 

式．大力宣传生态旅游农业的亮点；吸引各种资金，提高开发 

生态旅游农业项目档次。 

参考文献 

1朱信凯，雷海章，张矫健，等．生态旅游农业发展初探[J]．农业现代化研 

究，1999，20(6)：372—375． 

2 石润圭．安徽省几种生态农业模式[J]．安徽农学通报，2001，(2)：36一 
研 

(上接第 551页) 

3．1 优质良种更新技术 品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创 

新的首选内容。据统计资料表明，近 20年来，扬中市粮食 

产量增加了65．5％，其中70％来 自产量的提高，而单产提高 

中品种贡献率占20％ ～30％。建国后 52年，扬中市农作物 

品种大面积更新换代已有 6次，每更新 1次增产 15％左右。 

进入21世纪，农业已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选育推广优 

质良种将是技术创新的首要目标。 

3．2 作物生产集成技术 围绕作物高产 、优质、节本、增效 

等 目标的一系列相关技术，要进一步创新配套。一是牛产 

上将不断应用新的农艺技术，使栽培更加科学化，投入回报 

率更高；二是农机农艺可持续发展技术的内容发生率大幅 

度提高，使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的内容发生新的变革；三是 

在应用优质良种的基础上，把品质栽培技术放在更优先的 

地位。 

3．3 农业绿色植保技术 农业植保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低 

t亏染、生物化、生态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农业植保 

技术的创新：一是科学布局，合理轮作，减少和控制病虫草 

害基数；二是应用现代农业数字信息技术，提高预测预报水 

平，避免过量用药、重复用药；三是在推广低毒、低残留化学 

农药的同时，逐步提高生物农药的使用量和使用效果。 

3．4 现代数字信息技术 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 

农业信息网络的完善，农业信息技术将被广泛地应用于农 

业技术创新开发研究领域中，对生产过程的监控和调节能 

力将大大增强，对环境信息和作物信息的处理将逐步由计 

算机系统完成。技术管理将从模糊到精确，从经验定性到 

数据定量，农业信息网络将在农业科技和农产品市场中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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