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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 来 、农村 一直是 为社会提供粮 食和其 它 

农g~Jj+-品的基地，同时也是供人们游览的场所 从 

占至令、诗人、画家经常深人农村创作出许多具有田 

园风景的诗画、这些作品作为艺术，被读者欣赏后就 

产生 r去作 原基地进行体验的心情 ，特别是对城 

市居 民具 有更太的吸引 、这样体闭农业应 运而生 

然 『木闲农业作为 一种新型的产业、尚来被公众普 

遍接爱、农业的休闱度似功能更没有被广泛认识．田 

园、牧场地也可 如各剩占寺一样让游客修心养性， 

耕作 、采摘 、牧马、捕鱼等农事活动也可 豫什碰碰 

车一弹娱乐休闲，放松身心 ，休闲农业不仅BJ以满足 

人们的物匝需求、而FLIIr以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生态 

需求．是集社会、经济、 ：志三大功能 于 ·体舯新型 

产业 

1 休闲农业的概念及其特点 

体『刺农业是利用农村设备与空间、农业生 场 

地 、农业产 品、农业经营活动 、农业 自然环境 、农村^ 

文资源等，经过规划 殳 I-,使其发挥农业与农村体闲 

功能 ，增进 聪众对农 村 与农 业 的体验 ，提 升旅游 品 

厦，并提高农 民II复益 促进农村发展的一种新型农 

业。它具有农业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一体 和一、 

二 、-一产 业的功能特性 是第一产 业和第 二产业 的有 

机结台 、农业 向旅游 业的渗透 ．也是为满足人们 的精 

神和物质享受而独辟的文化性极强、自然兴趣投浓 

的交叉型产业 ，它体现 了“农 游台一”的发展方 向 ． 

是一种高附加弹性的创新性农业。 

2 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体闲农业干本世纪三 四十年代在意大利 、奥地 

利等国兴起 ．目前在一蝗发达 国家休 闲农 业 已其 规 

模，并在社会 、经 济 、环境 等方 面扮演 着重 要角 色 

美国华盛顿开 辟 10多处大型郊游 区，供游钓 、野 营 、 

骑马等郊游活动；法国巴黎城郊建有许多观光果园， 

专供游客观光 尝鲜、品洒休阳；英国伦敦城郊沿绿 

化带建有一大批公园和野餐地、供市民游憩。在亚 

洲 ，日本的休闱农业始剖于 7I]年代 ．近些年得到大 

规模发展 由于日本农业外受经贸 自由化．内受农 

业兼 业化 、人 u高龄化的压力 ，不得不在开拓农业观 

光休闲功能、提高农业多重效应 L拽出路 ．频频推出 

故里观光、假日亲于团旅游、家庭自然休养、牧场生 

活体验等活曲：日前 H本休闻农 眦已涵盖观光性牧 

场 ，渔村 、果园 、花园 农园 、森林 自然保护区等领域 

新加坡 自建 国以来 ，政府就大力倡导花园城市运动 ． 

80年代政府 又创立 十 大农业 科技 园、经过 30多年的 

建设 ，通过加强城市建筑物垂 直绿化 美化 、发展绿 

地网络 ，使现代化大城市巧妙的融合于犬自然风光 

中，成为享譬 球 的花园城市 、东方旅游王国 我 国 

台湾的休阔农业始创于 7O年代后期 、主要开展围绕 

F放农园供游客观光、品尝并且 岛销农产品的单 

经营模式 ；8o年代 t}1期 ，避 一 步发展集 观光 、尝鲜 

游憩、休养于一体的多元化经营：过人 90年代．卫丹 

辟出 20处休闳农业示范厦；目前台湾体闳农 、 进 r 

步围绕经济 生志 、游憩 、保健 、教育 、社交等 多功 能 

进行综台开发，推出一系列蛙营项目，取得良好的经 

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我国的怵闲农 业开 发起步 20世纪 80年代 

相继出现 r上l白个体闲基地和项 目．尚处于观光收 

业向休阁农业转换时期 例如浙江金打I、1农场的花 

木公园 ，福建 ．深圳的各种花卉、水量大观 ，山东枣 

庄石榴园，广东 、深圳南头荔枝园等．体阐农业的 发 

展以北京 、广东 、上海 等地较 活跃。l996年铷 ．广东 

具规模的休阔农业 区就有达到 4o余 ；啊北京 已， 

发和形成休闲观光的农业项 目与 景点过 129个 

1997年收入 4．3亿元，其中重点项 目62个，年收人 

1．69亿元。例如，北京怀栾县雁栖乡间情趣园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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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果 品采摘 、垂钓 、揽鱼 J,j L1~,3练 台性休 闲农 国 

自 l994年 7爿开业 来，已接待 J0多万游 ^．， 收 

入 1oo多厅元：休 闲农业项 曰类型除 了观光果 、 

森林公 园、垂钓乐园外 、也出现 r一批 引人注 目具鲜 

明地方特色的休 闲类型 ，加 巾山市模 门镇外的 海上 

公园，经过科原有竹、园 蔗、林、龟塘等进行简单而 

巧妙包装，建成了极其岭南水乡特色的体闹度催医， 

止七项 目医体 闲农业 的 lf发取 得 r很好 的经 济效 

箍 目前休 刺农业和其它产业相互作用 ，相瓦促进 ． 

在实施强镇富 民和可持续发展中呈现出逢勃发展的 

势头。 

3 休闻农业的功能 

休闲农业是都市农业的 一 E要形式，是巢生 

产 、生活、生态“三生”于一体的复台产业区域 它的 

发展 j三要是为了缓解大城市 上地资源紧缺 和大农业 

日益萎缩的矛盾，利用丈城市的工业和科技优势及 

紧邻市场 (销 售市场和客源市场 )的 区位优势 ，而发 

展的集约、高教、多种功能复合的农业生产体系 其 

拨展不 仅可宴现 牛产 的高教益 ，同时还有利 于营建 

一 个照好 、舒适的生存空间，从物质和精神上提高人 

们的生活质量的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一种可持续发 

展的产业 。 

开发休阔旅婚农业 、 但可 以发挥 出传统农 业 

潜在的农事人 文优势和农村 自然景观 ，有利 于招 商 

引资．消化劳力 ，培植农村 经济新的增长点 ，推 动乡 

镇形象工程和文明建设，更主要的是通过发展休闲 

农 业，使 人同到天 自然的诗意境界 ，从 而唤醒^们对 

遗忘生活的回忆 ，还原人 们亲近 自然贴近农业 的感 

受 、培植对 自然和农业的热爱之情 一鉴于此 结 台休 

闻农业 特点和我 国发展现 状，体 『司农业 应具 备 下 

功能 ： 

3．1 为游客提供休闲场所的休憩功能 

随着城市人 r]骤增 城 市扩 大 、环境污 染加剧 ， 

人们返朴 归真 、崇 尚 自然 、寻幽探 胜 的心态 日增 ，休 

闱农、 虚满足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 许多农村自然 

景删捌农事经营活动， ：当地农村居民眼中已是见 

奇不奇，习以为常，但这 看似平常的农业景观和民 

俗资源却对周围的城市居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一广 

阔的草原，宁静的水平，绿色的田野，清新的空气，纯 

朴的民风，使游凡乐而忘忧 彻底放松紧张工作和学 

习的身心；另外，游 几还可参加垂钓 、鼠筚、骑射 -野 

营 动物表演等游乐活动，得到闹市中无法提烘的精 

神享受 。 

3．2 增加农村就、监机会和提高敫益的功能 

据河北省调查 ，全省通过开发当地农业资源 ，发 

展体闻农业而脱贫致富的村庄就达 100多个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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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正定 县 发展休 闲农 业，带动 了 当地 姒 xJ多 人就 

业 ，年收^达 l 2亿多元 因此 ，开展体 阁农 业是 当 

前农村脱贫致 富推 动 区域经 济持续 发展的有效 途 

径 ． 

3．3 创造太都市优美洁净生态环 境的功能 

21世纪理当 是一个环境 良好 ，草术 簿笼 的“绿 

色 吐纪”，新世纪的都市也应当是“绿色都市”即生态 

同林化的大都市 面对城市化带来 的噪音喧嚣 、交 

通拥挤 、视野狭窄 、绿地减少等环境问题和 由此 产生 

的各种心理压抑 ，利用城市的工业和科技优势 ，在城 

内小区和郊区建立小型分散的农 、林、渔等生产基地 

发展休闲农业既 nr为游客提供 一部 分时鲜农 品， 

卫保留 一部分农 业生态 园，从 而在 +定程度 上缓 

解环境问题，给城市居民创造一个洁净 ，幽雅的生态 

和休 闲环境 。 

3．4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功能 

展示农产品生产和农作过程也可嗳引相当多的 

游客 ，促进公 众对农业 和农村的认识 ，在提高对 农业 

的认可度与参 与程度的同时增强政府和社 会各界对 

农业 的关注 另外 ，休闭农 业的生产 、流通和消 费， 

农业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安排，农业与其它产业的关 

系等，必须首先暇从城市的需要并为此服务，这种由 

城市需要决定农业发展、体现了太都市对农业的依 

赖性 ，同时城市的科技 经济优势反过来又可促进 和 

反哺体 阁农业 的发展 ，进而实现相 依存 相瓦补充 

的～ 体化关系。 

3．5 为游窨提供实践的功能 

体闲农业陈 ，提供采摘、销售 、观赏 、游乐等活 

动外 ， 扎 让旅游者 亲自参加部分劳动过程 、f解农 

佧物生长过程，体验干农活的滋睬。例如广东，白藤 

湖农民度假村所在的白藤湖地区，江河纵横、土壤肥 

沃 盛产各种岭南佳 果和优质海鲜 ，具有谁郁的水乡 

风情，游客在此度假，既可到果园采摘新鲜水果，叉 

可到农田收获 红薯 、芋头烧 烤 ，更 可到湖边 采莲垂 

钓 ，从而充分体验田瞬生话的乐趣一又如海南青青 

世界旅游 园推 出“城 市农 夫 ，游 客可 在公 园 内花 

480元租 一块两平方米的地，使用期为 个月=在 

这 3个月内游客种的蔬菜与瓜果可 自行摘回家，感 

觉 自己劳动后的丰收喜悦 

3．6 为游客提供 医疗保健的功能 

利用农村幽稚的环境 ，清新的空气，独特的自然 

资源 ，结游客提供 El光浴 森林浴 ，游泳 划船 、 I]J、 

食疗、药膳等疗养场所。如以色列北部有一个地处 

沙漠的村庄，利用那里独有的抄果(一种极耐旱的水 

粜)，发展休闹农业 ，游客 可 在那儿品尝沙果 、做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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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节约水资源 

水资源的短缺 ，不仅制约经 济的发展 ，而 且也加 

快 r沙漠化的发展 因此 节约用水是一个非常迫切 

的现实闸题 传统的大水漫灌 、串灌，不仅浪费了水 

资源 ．而 且由于排水不畅 ，容易引起耕地 、草场的盐 

渍化。因此在中国北 方干 旱半干旱地 区 ，应当改进 

对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应当修建地下水库，以减少 

露天水库的大量蒸发 ，以管道输水来代替渠道输水 ， 

以减少水的蒸发与渗漏 ，用喷灌、滴灌、渗灌等先进 

的灌溉技术来代 替渠道输水 ，以减少 水的渗漏 =用 

喷灌 、滴灌、渗灌等先进的灌溉技术来代替漫灌 、申 

灌 ， 提高水的利用 ：推广地膜覆盖 ， 减少 田间水 

分 的蒸发 和蒸睛 ，如果能够逐步采取上述节 水措施 ， 

就可以缓解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这 

些节水措施 ，在技术 L并不 困难 ，关键在于改变人们 

的传统习惯 ．提高人们对水资源的认识。 

2．3 采用先进的技术防治沙漠化 

中国广大沙区群众有史以来坚持不懈地与沙漠 

化抗争 。尤其近半个世纪 以来 ，中国对沙漠化进行 

了系统的防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采用这些技术是 

加快治理沙漠化的有效途径，主要技术有：①生物浩 

沙技 术：生物治沙技术主要包括农 田防护林技术 ．流 

沙地造林固沙技术，防风阻沙林带造林技术，沙漠抄 

源带封沙育草保护技术，退耕还林还草防止土壤退 

化技术，封山育林育草建立保护Ⅸ 流域治理 与营 

造水土保持林、飞播造林技术、引种抗盐植物、控制 

盐碱化。②工程治沙技术 ：主要 包括铺设草芳格 ．建 

立立体栅栏，设置各种村料网膜的固沙工程技术；引 

水拉 沙，治沙造 田技术 ；③化学治沙技 ：丰要技 术 

有：铺设粘土、高分子化学材料、石油沥青制品请沙 

固结技术；使用化学制品增肥保水造林技术．． 

3 结论 

沙漠的产生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造成，其 

中社会因素是造成沙漠化的主要因素 沙漠化的防 

治主要应从经济层移=、大区域范围 、及现有防治技 术 

等方面来考虑 ．因而沙漠化 的防治 不仅仅是一 个技 

术问题 ，是一个 极其复杂 的系统 【程 ：由于我 国北 

方特别是西北地 区经济落后 、观念陈旧 ，沙漠化的防 

治还需要一个漫 长的过程 ：但是随着西部 大开发 ． 

一 些方面的问题 将逐步得到缓解 ，沙漠 化防治 J一作 

从经济社会意识等方面有较好的环境．但沙漠化的 

防治还是需要沙漠化地区作艰苦努力的工作才能龋 

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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疔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 国．自然条件 和环境 复杂多 

样 ，可为游客提供不同性质 、不同层次的保健场所 

3．7 教育示范功能 

农村丰富的乡土文物 ，民俗古迹，劳作过程为游 

客提供 了～个农业生态科教普 园地。通过参观和参 

与，让顾客更加珍惜农村的自然文化资源，激起人们 

热爱劳动 、热爱生活 、热爱 自然 的 趣 和保 护 自然 、 

保护文化遗产 、保护环境 的 自觉性 。通过 近郊休闲 

农业 的发展还可带动其他周边地 区和边远地区农业 

的发展 ： 

3．8 调控城市规化，保护城市资源的功能 

在城市规化和建设中，由于经济规律的影响．城 

市的发展有近期发展和远景控制之分。在 目前的规 

划实施过程中，城郊是颇令规划者和城市管理者头 

痛的部分，一方面一部分城郊能较快实现城市化外， 
一 部分还要作为城市绿地和生态保护区而不能进行 

其它建设 ，其它城郊则 只能按照远景规划进行控制 ： 

由于受发展经济这一杠杆的驱动，并且必须通过土 

地这一载体来实现，在发展经济和服从城市规划之 

间 ，大多数的城郊 选择 r前者 ，于是出现了擅 自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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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私下招商、招租、违法违章建设及一系列社会 

问题 。而 当城市发展需要时 ，土地资源所剩无几 ， 

仅大大增加 建设成本 ，甚 至迫 使规 划不得不 进行 

调整。随着政府对城市建设的重视和 士地 一级市场 

的控制 ，这一矛盾将会 日益突出 对照一些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如 日本 、新加坡等1，耍提高城 

郊土地的利用率 和收益 率，发展 城郊体闳农 业足其 

中的必然之路之一 。 

3，9 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和农业格局的功能 

目前．我国城市农业由城郊传统型向都市现代 

型转变，农业格局由单一有利于经济和综台经济转 

变，产品输出由初级产品转向深加工转变：发展体朋 

农业有利于都市农业从弱质产业向高产 、优质、商 

效 、具有强大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转变；也 

有利于调整发展第二产、世和其它相关第三 业： 

3．10 媒介功能 

作为近郊农业的窗 I=1发 展休闲农业有利于扩大 

发展农业的社会影响、有利于招商引资，有利于增强 

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农业 的关注 ，从而 带动农业 及其 

相关产业的发展。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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