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现状、优势及对策分析 

文/崔艳辉 

   一、吉林省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1、农业观光园初具规模 
   ⑴左家镇特产观光生态园 — 特色农、副产品带动特色旅游 
   左家镇幅员面积226.3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约占56%，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吉林特产
高等专科学校坐落在镇内。50年来，特研所在“紫貂、梅花鹿、银狐、天鹅、山鸡、野鸭”等珍禽
异兽的选育、驯化、繁殖、深加工，名贵中草药及野生果类的研究与利用上已获得重大突破，左家
山葡萄酒系列、西洋参酒等系列产品享誉省内外。 
   ⑵前郭灌区莲花泡农场 — 鱼塘、莲花、大米营造特色农业 
   前郭灌区莲花泡农场幅员面积3.46万亩，其中水稻田1.6万亩，成片林地2000亩，精养鱼塘
1000亩，天然莲花池200亩。几年来，该农场累计投资500多万元，建起了莲花亭、钓、鱼岛、狩猎
场等游乐设施，其中千亩鱼塘和莲花池、莲花阁、莲花亭以南方水乡为主，2000亩森林则充分体现
了北方风格。 
   2、森林资源优势明显 
   我省东部是长白山脉，森林茂密，有大面积原始林分布。长白山作为中国八大名山之一而闻
名遐迩，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温带森林生存系、自然历史遗迹、珍稀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
长白山生物圈保护区不仅具有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还由于受海洋、气候、土壤等自然条
件的综合影响和地质历史上的原因，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特点，是欧亚大陆北半部具有代表性的典
型的自然综合体。以其巍峨壮观的火山地貌，从温带到寒带的山地森林垂直景观，由地表水和地下
水汇集而成的第二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奔流不息的三江之源，浩瀚的原始森林及其繁衍的2540
多种野生植物和364种野生动物构成纷繁多样的生物基因库。长白山西坡独有的高山花园、长白山
锦江大峡谷、温泉瀑布赏花区、卧龙赏花区、梯子河、长白山天池，迥然奇异的植被、针阔混交林
带、林海雪峰等都堪称世界奇观。 
   3、民俗旅游方兴未艾 
   在我省龙井市龙山朝鲜族民俗村，已建有民俗博物馆、朝鲜族现代民宅、近代土木结构草
房，扩建了凉亭、红箭门、商店，增设了秋千、跳板以及能接待外宾的民宅。 
   位于向海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向海蒙古族乡以及相邻的西艾力蒙古族聚居地，开发民俗风情
旅游，可以让旅游者领略蒙古族的生活方式，让游客在旅游中体会和了解蒙古族的风土人情，了解
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悠久的历史，增长知识，促进民族团结。 
   二、吉林省农业生态旅游发展优势 
   1、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吉林省已查明野生植物种类5284种，野生动物种类437种。吉
林省是著名的“东北三宝”的主产地。长白山地区被誉为中国三大天然药材宝库之一。全省有药用
植物1452种,名贵药材有人参、细辛、天麻、“不老草”等；珍稀野生动物有东北虎、金钱豹、梅
花鹿、紫貂、丹顶鹤、金雕、红水獭、乌苏里白鲑等。 
   2、草地资源潜力广阔。吉林省是中国八大牧区之一。草地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西部，总面
积为584.22万公顷。草场辽阔,集中连片,草质好,尤以盛产羊草驰名中外,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基
地。 
3、水利源资源蕴藏丰富。吉林省位于东北地区主要江河的上、中游地带。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大
的高山淡水湖泊。省内流域面积在2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小河流有1648条，可开发水能资源总量为
500.81万千瓦，有白山、红石、丰满等较大的水电站。 
4、气候资源优势突出。全省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为2—6℃,全年日照2200—3000小时,年活动积
温平均在2700—3200℃,可以满足一季作物生长的需要。全省年降水量一般在400—900毫米。受季
风气候影响，吉林省四季降水量以夏季最多，占全年降水量的60%以上，对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三、吉林省农业生态旅游对策  
   1、进行合理的农业生态旅游规划。对产业布局、客源市场、发展目标进行科学策划。开发过
程中要进行综合性、多样化的旅游活动项目设计，运用生态学原理对农业进行合理配置，把生态观
念、现代科技、农业知识、农业工艺、民俗文化蕴涵于农业景观和旅游活动中。 
   2、加强农业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合理培育农业旅游资源。加大对农业与农村生态环
境的建设力度；加强基本农田保护，改变现有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并控制

 



和防治农业环境污染；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生产绿色食品。 
   3、加强对农业生态旅游商品的开发工作。要充分挖掘生态农产品的各种用途，开发出品种多
样、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绿色食品和富有特色、具有观赏性或实用性、蕴涵了当地农业生态旅游
资源特征和农业文化特征的旅游工艺品。 
   4、注重农业生态旅游产业化。农业生态旅游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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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酒店服务、市场调
研等融为一体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因此，要建立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龙头旅游企业或
基地，以带动整个区域农业生态旅游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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