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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旅游农业开发模式及发展探析 

宋彦峰 

(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045000) 

摘 要：旅游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的一个交叉型产业，是现代农业提高效益的一条好途径，随着城市的发展， 

旅游农业正以其独有的特色吸引开发者和旅游者的广泛兴趣。郑州市发展旅游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 

前 ，已经形成 几种较 为成 功的旅游 开发模式 ，并取 得 了良好 的经 济效益 ，但是 仍然 存在 一些 问题 ，为此，提 出 

旅游农业发展 的几点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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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郑州市开发旅游农业的现实意义 

旅游农业是以旅游、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以 

及丰富城乡居民生活内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 

量为目标 ，合理的利用现有农业资源，通过合理 

规划、设计，开发与农业、农村 、农民有关的文化 

内涵，把产品生产 、动植物观赏、农业体验、农艺 

管理、学习考察、休闲娱乐、购物、乡风民俗以及 

游客参与融为一体的一种新型农业体系和高层 

次的文化消费。 

旅游农业作为旅游业和农业有机结合的一 

种旅游资源，其主要消费群体是城市居民。旅游 

农业的发展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走近农村、体验田 

园之乐 、回归 自然的机会 ，引导城市居民走人农 

村、促进城乡交流。其结果是一方面加深了城市 

居民对农业、农村 、农民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 

使农村居民获得较为前沿的信息资源，不仅丰富 

了农民的物质生活，而且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 

另外，通过城市对旅游农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 

方面的支持，不仅实现了“城市反哺农村”。而且 

有效的保护和发展了农村旅游环境。为旅游业的 

发展增添了新的增长点，有效地促进城乡一体化 

进程，使之成为资源 、环境和生产共享 、结构稳 

定 、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系统。 

目前。郑州市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具有 

很大的差异性。能够进行高额的长途旅游还是少 

数人。郑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97 

年的5721元增长到 2005年的 10640元。国际经 

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美元时， 

国内居民就有参加国内旅游的动机。而当人均收 

入达到 500～800美元时，是国内旅游急剧膨胀的 

时期，达到 1000美元时，就有出国旅游的动机。 

但是 ，在郑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中，我们 

可以知道，居民基本生活消费还占很大一部分， 

并且用于食品和住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比较高， 

用于旅游消费的还是比较少，所以，从郑州市的 

消费结构中可以看出：发展短距离的旅游路线是 

目前郑州市发展旅游产业的指导方向，而旅游农 

业正是具有这样的功能和特点。 

2 郑州市旅游农业开发模式 

郑州市位于中原腹地，是我国重要的铁路、 

公路、航空交通枢纽，地处亚热带和南暖温带的 

交汇处，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地形复杂多变，黄 

河干流横贯北部，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农业生态类 

型及景观区域组合，境内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 

为开发旅游农业提供了优越的天然资源。同时， 

郑州市作为我国的八大古都之一，蕴藏着深厚的 

历史文明，农业文明也源远流长，5000多年的农 

业文明史孕育了丰富的农耕文化，使发展旅游农 

业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随着近些年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相关单 

位的重视和支持，郑州市旅游农业得到了良好的 

开发和发展，并形成了一些成功的模式，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几种： 

2．1 利用果木 园林发展观光旅游和 自助购物旅游 

郑州市拥有大面积的浅山丘陵，果木经济林 

品种较多，栽培历史悠久，具有较好的规模优势， 

樱桃、葡萄、石榴、红枣、白沙梨等享有盛名。这一 

类型开发较成功的有二七区侯寨乡的樱桃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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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沟。该乡把全乡的农业经济定位在“发展旅 

游农业上”，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和历史文化 ．走 

“林果业覆盖”之路 ，乡政府以果品采摘为依托 ． 

从 1999年开始举办 “樱桃节”和 “葡萄节”．仅 

2001年樱桃 、葡萄成熟期间．就接待游客 60多 

万人次，直接销售樱桃 、葡萄累计 125万 kg，销 

售额达 148万元 ，各项经济收人 530万元．增值 

效益达 380万元。同时，郑州市还有郑州市梨园 

度假村 、巩义南河渡石榴园、新郑孟庄枣乡等一 

批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经济效益的观光农业基地。 

在进行生产经营过程中，根据季节和果树的生长 

周期而推出不同的旅游项目．如春季的踏青、果 

树花期的赏花、果子成熟期的采摘品尝以及举办 

相关的节庆活动 ，提高游客的兴趣 ．增加游客观 

赏性和参与性，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2．2 宣传本地的乡风民俗．发展旅游农业 

郑州市拥有 5300多年的辉煌文明．风俗民 

情资源十分丰富。利用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 

吸引游客“住农家屋，吃农家饭 ，干农家活 ，享农 

家乐”，体味农家浓郁的乡村风情和民俗文化．也 

是发展旅游农业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郑州 

市大力开发农村富有传统地方特色的风俗民情、 

民俗活动 、农事劳动、民间工艺和田园风光等资 

源，如巩义市的康百万庄园、黄河沿线旅游农家 

乐、鹤苑村观光农园等．不仅可以向游客展示灿 

烂的历史文化．而且还可以让游客参与到民俗活 

动中。 

2．3 以森林公 园为基础的休 闲度假旅游 

优美的自然环境、洁净的空气是吸引游客、 

体验大自然、陶冶情操的重要因素。郑州市充分 

利用其地理优势——山地和林地比较多．建立了 

多处休闲度假胜地如：巩义市嵩北国家森林公 

园、青龙山森林公园、中牟的森林公园、登封的山 

地森林区和郑州市国家森林公园等．这些旅游胜 

地以美妙的自然风光和天然的生态氛围吸引着 

大量的游客。 

2．4 渔场垂钓娱 乐旅游 

开发利用水库、池塘 、鱼池等水体和周边良 

好的生态环境，如花园口黄河生态旅游区、巩义 

河浴渔业垂钓中心和尖山水库等活动场所．开展 

垂钓 、捕捞 、放养 、旅游、划船及岸边 、岛上、水上 

娱乐等旅游活动项 目，在这些景区不仅可以使垂 

钓者修身养性．而且可以荡浆水中．体验收获的 

乐趣和享受渔家的快乐。 

2．5 以养殖业为依托．发展旅游农业 

以具有观赏性的养殖场、牧场、狩猎场、森林 

动物园等为载体，向游客提供观光、参与牧业生 

活的机会，如 ：新郑龙湖野生动物散养园 、金鹭 

鸵鸟观赏园和黄河游览区的孑L雀园等。其中以 

金鹭鸵鸟观赏园的开发较为成功，目前，园区已 

由单纯的鸵鸟养殖发展成为集鸵鸟观赏、农业观 

光、旅游休闲、餐饮娱乐于一体的新兴生态旅游 

景区，为郑州市及周边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假 日 

娱乐休闲、体验田园生活、感受 自然风光的旅游 

胜地 。 

2．6 建立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发展农业科技旅游 

如：丰乐农庄 、富景生态游乐园、农业科技示 

范园、农业高新科技园、郑州珍稀植物园、八龙潭 

观光农业示范基地等。观光园内的植物不仅具有 

较高的科技研究价值．使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能 

够取得一些额外的教育资源，而且观光区内环境 

优美．能使游客享受到静逸的自然风景和天人合 
一 的田园风光。 

3 郑州市旅游农业发展思路探析 

旅游农业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提供 

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途径．它的科技含量 

高 ，生产设施和管理水平先进，生态环境发育良 

好 ．与一般的田园、林地 、种植园、养殖园和公园 

具有不一样的风格。近年来 ，郑州市旅游农业发 

展迅速 ．已经形成一定的基础，但仍存在观念保 

守、制度不健全 、缺乏科学合理规划 、经营管理差 

等问题。 

3．1 全方位、多角度进行 可行性论证 

旅游农业开发之初，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 

的对其进行论证．以确保能够增加农民收人 、保 

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兼顾生态、 

社会、经济效益的全面发展。首先 ，要考虑资源基 

础的因地制宜，突出区域特色，充分拓展区域特 

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在黄河游览区等具 

有历史意义的观光区开发建设农业综合科技园 

区．将会使农业观光旅游的意义得到延伸和丰 

富。其次，根据市区不同的农业资源特色和市场 

需求特色，规划设计不同的开发模式，发展不同 

功能和主题的旅游区．防止一哄而上．避免恶性 

竞争和重复建设 ．严禁按照个人的理解或单纯的 

模仿别人的模式仓促上马、开山修道、急于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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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给农业旅游经营和管理 

带来严重的困难。 

3．2 加强管理、完善服务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如交通 、水电、食宿等配 

套设施。开发具有乡风、民俗特色的农副产品和 

旅游产品，以满足游客游览、品尝 、购物、休闲度 

假等多项活动的要求。郑州市旅游农业还是一个 

年轻的产业，目前，它的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后 

勤服务体系较落后。旅游农业是旅游业和农业的 

融合，因此，它不仅具备旅游业的基本要素特征， 

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2000年，第二届樱桃节 

15d内来往车辆 3．2万辆，接待游客 l6万人次。 

游客的爆增使樱桃园的管理混乱．没有相应的休 

息和娱乐场所 ，甚至连普通的饭店都没有 ．卫生 

条件极差，极大的挫伤了游客的观光兴趣。2006 

年 ．笔者再去樱桃沟时已经可以吃到卫生 、可El 

的农家饭，但是其他相应的服务设施还没有明显 

的改进，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 

3．3 对项目的运作要整体筹划和系统营销 

营销是旅游农业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观赏 

农业项目也是企业提供的一种产品、一项服务， 

产品质量好仅是成功的一个要素，只有使更多的 

顾客认识它、了解它、喜欢它、购买它才能保证其 

运作的成功。郑州市的一些景区对于市民们来说 

还很陌生，另一些景点虽然在当地人人皆知．但 

是还没有真正的走出去．缺乏必要的营销策略， 

未能吸引外地游客。如巩义的嵩北国家森林公园 

和青龙山森林公园．虽然在“五一”期间游客爆 

满 ．但游客大多来 自巩义境内，占20％的外地游 

客中大多数来 自郑州市区。因此．旅游农业项目 
一 经确定就应该按照现代营销学的思想和方法， 

使项 目的命名 、市场的定位、CI设计 、定价、促销 

等方面尽可能做到既科学又艺术，尤其是促销宣 

传是提高旅游农业品牌知名度和争夺客源市场 

的关键所在．经营者一定要善于利用各种媒体和 

机会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推广。 

3．4 保护现有的农业和农村资源．实现可持续 

发展 

旅游农业吸引人之处在于其宁静、优美的生 

态环境．天然的自然景观以及淳朴的乡村生活方 

式。所以，在开发过程中要尽可能的考虑到其生 

态特征．减少人工因素。在尽可能不破坏原来生 

态环境的情况下，运用生态学原理，尽量减少外 

部投入．促进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不仅要在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游客的旅游过程中防止资 

源的破坏和环境污染．而且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当 

地农民的教育宣传力度，增加其环保意识，要将 

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持与培育同时进行、统筹 

兼顾，做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旅 

游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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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化玉米种植管理系统研究成功 

由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主持，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参加完成的研究项 目“数字化玉米种植管理系统”通 

过了技术鉴定。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成果技术先进，功能丰富，在集成应用 WebGIS、可视化技术和模型技术进行 

玉米数字化设计和管理方面实现了创新，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总体上达到国际选进水平。 

该项 目面向农业科研、生产和管理部门．以玉米为对象，开展作物——环境——技术关系的数字化研究，应用作物模 

拟 、知识模型、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和模拟三维可视化技术，构建了数字化玉米种植管理系统，对实现玉米生产系统设计、动 

态预测 、管理调控 、分析评价的数字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成果具有综合农学、计算机科学、地理信息系统、模型技术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鲜明特色，为实现玉米生产系 

统动态预测 、管理决策、调控设计和分析评价的数字化和科学化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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