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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农业与“三、?r’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马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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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旅游农业已逐渐成为普通戈焱的一种新的旅游消费方式。生态旅游农业是农业生产活动与旅 

游活动的有机结合，它已日益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试图从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角度，来研究“三江”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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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类赖以生存 

的环境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接近自然、返朴归真卫逐渐成为人 

们追求的生括方式．因此，生态旅游农业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方 

式首先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应运而生 生态旅赫农业是以农 

村自然环境、农业资掉、田园录观 农业生产内容和乡土文化为 

基础，通过整体规划布局和工艺设计．加上～系列配套服务．为 

凡们提供观光、旅游、抹养、增长知识、了解和体验乡村民俗生 

活．再结台季节性的皋、菜、花实地自采现尝．趣味郊游活动以 

及参与传统项目 观赏特色动植物和自娱等融为一体的一种旅 

游活动形式。人们在领略锦绣田园风光和清新乡土气息中更 

贴近自然和农村，增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品质的 

意识，还脂促进城乡信息交流和农产品漉逋．促进农业生产的 

发展和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 生态旅游农业是全球性的“朝阳 

产业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杜会再向工业后社会的发展进化 

速中，人类对人地关系认识也先后形成了三种文化思潮，即超 

越 自然、战胜自然 回归 自然 当前回归 自然的文化思潮已席 

卷全球，于是“生巷旅游热 “体闲旅游热 就日益成为都市人 

的追求与渴望。而与此对比鲜明的乡村田园，扑面而来的是泥 

土气息与瓜果花香，一望无理的大地、纯朴的民情 清新的绿色 

食品，这对大中城市的居民的确是一种强烈的诱惑．这便掏成 

了生态旅讲农业形成的社会基础 
一

、生态旅游农业的类型与形式 

【观光型生态旅游农业 

这种旅游形式以看为主，具体形式包括参观一些具有特色 

的农业生产景税与经营模式，或参观乡村昆居建筑，或了解当 

地风土人隋及传境文化等等 这种旅讲活动所需的耐问一般 

较短。 

2品尝型生态旅游农业 

这种旅游形式以 动口 为主，即以尝鲜为主要耳的。近年 

来．这种形式日益受到青睬，如有的旅游点让游客亲自到果园 

瓜地采摘瓜果，尽情品尝；有的旅游点 (如水库、湖泊等旅游地 

)为游客提供垂钓服务，并可就地加工 让游客品尝自己的劳动 

成果．并可起到陶冶情操、修心养性荨作用；有的旅游地为游客 

提供烧烤野炊场所|有的为游客提供特色风味菜肴和餐饮等。 

3休用体验型生态旅游农业 

这种旅游形式以 动手”为主，通过实践可学习到一定的农 

业生产知识，体验农村生活，从中获得乐趣。这种类型形式多 

样．如游客可参加各种各样的农耕活动，学习农作物的种植技 

术、动物饲养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以及农业经营管理等，或学 

习农家的特色烹饪技术等。 

4综合型生态旅游农业 

这种旅游形式以“动眼、动耳、动口、动手，动脑”为主．以达 

到全身心投入之目的。旅游者通过这类形式可充分扮演农民 

的角色，体验“干农家活、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 的乐 

趣．“获得全身心的愉悦。这种旅游需要的对同一般较长。 

二、生态旅游表业是三江地区社会经济基础 

三江平原是我国主要商品粮基地，在国内外享有盛替。但 

由于经济欠发达 及经营扭放和生产力永平不高的魂敖，眉而 

不可能走所谓的高投入、高产出的发展道路。三江平原农业是 

三江地区发展的主要目标，而生态旅游农业正是在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和增加农业收入的周时，协调经济与生态的关系， 

使其纳入良性循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由干常规旅 

游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们提 

出了旅游持续发展的观点，而应运而生的生态旅游农业，既符 

台农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又为游客提供新的旅游产品，满足旅 

游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眉此正日益显示其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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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江地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意义 

三江地区旅游活动开展晚、发展慢，自然的景区景点建设 

投入资金较大，这无疑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负担。而在原有的 
一 些优势条件下合理开发，在充分运用现有农业资源的基础 

上，通过规划、设计、旌工把农田建设、农场管理、产品生产、原 

料加工与游客参与融为一体，可达到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就业 

机会、向游客提供高质量旅游服务的目的。它不仅可以增添人 

们的生活情趣 丰富农业知识、学习交流农业经验、体验农业生 

产劳动与农家乐趣、享用农业成果，而且还可以为三江地区农 

业注人大量高科技及农业经营的新观念、新方法，可赋干农业 

以勃勃生机与活力，使之逐步成为自我发展能力较强的产业， 

促进区域的开放 ，密切城乡关系，增进相互理解，提高地区届民 

的收人水平．最终缩小城乡差别．实现三江区域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四、对三江地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总考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区提出了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动议和 

方案．如：北京郊区、广东省深圳等都相应设计出了一些观光农 

业项目．如“农业大现园“、。民岱文化村“、“生态旅游度假村” 

“农业公园”等，而且有些项目已取得了较好的效盎 他们紧紧 

围绕这一新型产业．进行科学规划，做到r自然景点 农业景点 

合理组合，农产品生产基地、加工，止业、销售市场同步建设，产 

业体系、服务体系配套发展 

1 建立最佳结构的生态旅游农业模式 

三江地区是我国较早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区域，土地肥 

沃，机械化程度高，具有其独有的气候优势，一些产品如本来生 

长在南方的南瓜却在三江地区生长成极品，还有西瓜也在昆明 

世博会推为撮品展出等等 

应充分利用三江区域内的基础条件，结合自然资源、气候 

环境、自然人文景观、农业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设施等现状，因 

地制宜耳+学布局、台理规划，井通过对农产品加工增殖和延长 

产业链扩大循环规模，建屯资碌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农 

业体系、在研究种、养、加三太产业最佳比例的同时，研究发展 

三夫产：业的食物链结构，大力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减少残留毒 

害，彻底渭除污巢，发展绿色青品、无公害生产 ，实现生态平衡， 

创造良好的生态效益．． 

2生态旅游农业的产业化 

生态旅游农业的产业化是一个值得探人研究的问题，它是 

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将旅游地规划建设、形 

象设计、农业生产、旅游产品开发、广告宣传策划、宾馆酒店服 

务、旅行社组织、市场调研等融为一体的生产一经营～管理模 

式。因此，要建立有较强经挤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龙头旅游企 

业或基地 ，以带动整个三江区域生态旅游农业的开展。同时， 

要建立健全生态旅游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包括旅游全过程的 

技术服务体系、物资服务体系、广告宣传服务体系、市场信息服 

务体系以及金融体系等。 

3．推动生态旅游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时，要树立“大生志、大农业、大旅游” 

思想，改变传统落后的或封闭的农业生产模式，积极调整产业 

结构，建立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农业系统模式，发展大农业，同 

时要着眼大区域，把农业生产、民俗文化与旅游活动相结合，塑 

造新形象，发展大旅游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持农业旅游资 

源的持续利用和不断创新 

生志旅游农业应该成为三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戚部分 

生态旅游农业在三江区域刚剐起步，还存在着观念上、种益上 

体制上及资金等方面的障碍，生态旅游农业是对传统农业的挑 

战，这就要求人们要不断增强人El、环境、资源以及经济、社会 

发展诸方面的现代意识，同时政府要在利益协调、资盎投向以 

及政策法规等方面绪予倾斜和支持，使三江经济的发展与垒省 

经济的大发展的战略目标相统一，为三江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 

提供一个良好的社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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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Tourism Agriculture and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Sanjiang”Economy 

MA Hua～quan 

(The Foreign Languages Coll~ge of Jiamusi University，Jiamusi 154007，China) 

Abstract：Ecolog ical tourism agriculture is becoming a new mursm Co[~sumer／ifesty／es And it i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agriculture productive activity and tourism，and it is also becoming a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njiang”eConomy at the standpoint of eCological tourism agri-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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