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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黔江区“农家乐”的调查与思考 

  

  “农家乐”是近年来我市依托城市郊区和风景区发展起来的集餐饮、娱乐、住宿为一体的一种观光、休闲旅游的方式，
以其环境优美、经济实惠、服务周到等优势成为消费者度假、休闲的首要选择，由于起投入低、见效快、可以充分利用农村
资源等特点为农民增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黔江区统计局对该区农家乐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显示，目前
全区共有“农家乐”60余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家乐”就有40家以上，其中：城西14家，城南16家，正阳8家。“农家
乐”的发展不仅为农民增收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还解决了一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延长了农村产业链，促进了农
村其它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城市郊区城镇化的进程。黔江区城郊各街道、镇已经看到“农家乐”发展潜力，越来越重视“农
家乐”的发展，如城东在下半年就规划发展5家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农家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和城镇居民生
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家乐”将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黔江区“农家乐”发展现状  

  

  (一)“农家乐”经营红火，收益可观。 该区“农家乐”主要是农民(或私营业主)利用庭院、堰塘、果园、花圃、农场
等资源优势，为消费者提供观光、娱乐、运动、餐饮等一条龙服务的经营实体。据调查，在“农家乐”经营户中，一般每户
每月可接待游客1500人次，周末高峰期，每天可接待200人次以上。按照平均每人15元的收费标准，正常情况下每户每月营
业收入可达2.25万元左右，这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讲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更是传统的耕作农业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几家规
模较大的“农家乐”，如凌云寨、七一八农庄等年营业收入达到百万元以上 。  

  

  (二)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由于黔江区人多地少和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全区农村外
出劳动力达到8万多人，但还有一部分劳动力闲散在家，特别是一些老人和妇女。 “农家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
农村的就业矛盾，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实现了增收。按平均每个农家乐5个从业人员，全区60个“农家乐”可以解
决300个就业岗位。如凌云寨和百花园等规模较大的“农家乐”的从业人员达到了30人左右。  

  

  (三)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农家乐”把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结合
在一起，实现了一产业和三产业的交叉融合。“农家乐”的创办使农户之间又形成了新型的产业分工，一部分农户经营“农
家乐”，一部分农户则发展加工业和种养业，专为“农家乐”提供货源。为体现农家特色，“农家乐”几乎全部使用农家
菜，但经营户自产的蔬菜、腊肉、鸡、干菜等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为当地其他农户发展规模经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
遇。  

  

  (四)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增加农户对外界的认识程度。“农家乐”的发展，不仅要求农户具有优美、舒适、整洁
的室内外环境，还要求经营具有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通过发展“农家乐”，使经营农户在改厨、改厕、绿化、美
化家园等方面，率先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会逐步辐射或带动周围群众改进环境卫生、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精神面
貌，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同时也增加了农户对外界的认识程度，对自身价值和发展有了新的定位。通过“农家乐”这
个窗口，城里人给农村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农民以此为平台，及时了解到市场信息，使生产经营与市场需求接轨。 

  

  二、黔江区“农家乐”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该区“农家乐”得到了初步发展，为经营者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对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
用。但从内部服务质量和外部发展环境来看，仍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部分“农家乐”基础设施简陋，环境净化、美化、绿化不够。特别是一些“农家乐”，餐厅和厨房离牲畜圈舍太
近，仍使用简易厕所，卫生条件很差。  

  

  二是服务项目单一，品位不够高。大多数“农家乐”只限于饮食、打麻将、玩扑克，远远不能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
求，缺乏文化内涵较高的旅游项目，健身绿色休闲项目的开发力度不够。  

  

  三是家族化经营，服务不规范，服务项目大多千篇一律，大同小异，户与户之间的特色不明显。  

  

  四是参与经营的农户思想解放程度不够，还存在“小农”经营思想，缺乏长远发展意识和现代经营管理理念。  

  

  三、促进“农家乐”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经营理念。“农家乐”要进一步发展壮大，为农户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更多的发展机遇，
就必须从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经营理念上下功夫，彻底摒弃和改变农村保守、封闭等不合时宜的观念及依附性强、自主意
识差的生存状态。有关部门应积极组织农户走出家门，学习外地“农家乐”成功的经营管理方法和运做模式，并结合自身实
际，探索出适合各自发展的新路子。  

  

  (二)强化监督引导，加强规划管理。由于该区在“农家乐”的监督管理上还比较薄弱，许多不具备条件的农户也争相开
办，致使一些“农家乐”档次较低，问题较多。“农家乐”虽然主要是农户经营，但它联结的是大市场，“农家乐”的经营
不能仅仅满足于各家各户的小打小闹，要跳出家族经营的小圈子，真正形成游、食、住、行、购、娱一体的产业链。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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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打印打印打印』『关闭关闭关闭关闭』 

规范管理，应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加强对“农家乐”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卫生保护方面的监督；指导经营户针
对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增设体育、音响、图书等方面的场地设施，不断丰富服务项目，不断提升服务档次；扶持有条件的
“农家乐”逐步发展成为“农庄乐”。  

  

  (三)合理利用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农家乐”在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周边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
大量生活垃圾、生活废水、大量燃料消耗等问题。环保部门应加大对“农家乐”经营者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监
督指导经营者做好垃圾、废水的安全处理，最大程度地保护生态环境。  

  

  (四)不断开阔视野，拓宽农户的致富渠道。 以“农家乐”为依托，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家乐”的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广大农户应抓住机遇，进一步打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根据“农家乐”的发展需求，适
时调整种养殖结构，生产出“农家乐”需要的优质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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