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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汉滨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农家乐”新型旅游经济的发展，加强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优化环境，科
学规划，因势利导， 2005年以来农家乐步入健康发展轨道，为进一步规范农家乐的经营管理活动，促进农家乐的健康发
展，为区委、区政府对农家乐发展规划、决策提供宏观真实的可靠依据，汉滨区统计局抓住时机，对城区周边和川道11个乡
镇办的242户农家乐的发展过程进行跟踪调查，现就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现状： 

  一、格局多元化：一是依托景区景点，与生态旅游协调发展，利用了人们休闲渡假放松心情的心理。如流水、大竹园、
玉岚、南溪、瀛湖等乡镇凭借瀛湖碧波、游船、岛屿、环山为风景；新城办凭借香溪洞公园为景点建立了各种形势的景区农
家乐。二是凭借自然风光、林园建设、农业生产为依托，如陈家沟、屈家河、长岭梁建立了田园风情农家乐；九里湾、三条
岭建立了果园观光农家乐；吉河、县河、张滩利用了山清水秀的吉河、黄洋河建立起自然风光农家乐。三是依托交通干线，
多元发展格局，如建民、大同、五里、恒口建立了316国道沿线农家乐和飞机场农家乐。四是依托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高速
路建设沿线的茨沟、谭坝、花园呈现出建设工地农家乐。 

  二、经营情况：(1)、经营方式：大部分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少数是合伙经营。(2)、营业场地及规模：营业场地多数是
以家庭院落、路旁、河边、岛屿、湖湾为主。经营规模仅242户的调查资料表明，共有营业用房1224间，营业面积56699平方
米，餐桌1513张，床位291个。平均每户农家乐营业用房5间，营业面积234平方米，餐桌6张，床位1.2个(在242户的农家乐
调查表中只有57户有床位，185户没有设置床位)。同时可接待游客14353人，全年可接待游客110万人次，242户全年可实现
营业额1299万元。按每户年平均完成营业额5万元计算，汉滨区仅此项营业收入可达3000万元左右。(3)、从业人员：是以家
庭人员为主辅之雇佣人员相结合，通过调查反映242户农家乐共解决社会剩余劳动力703人，为社会就业减轻压力。(4)、营
业时间：以季节性经营特点最为明显，据242户的调查资料反映，全年营业时间最短的只有20天，最长的有240天。平均营业
时间在50天以下的有54户，占22.3%；平均营业时间在50---80天的有57户，占23.6%；平均营业时间在80---110天的有120
户，占49.6%；平均营业时间在110天以上的有11户，占4.5%；全区平均全年营业76天。(5)、收费标准：是根据设施档次和
点菜档次区分。据242户的调查资料反映，收费标准最低的是2元/人次。收费最有高的是17元/人次，收费标准在10元以下的
有85户，占35.1%；收费标准在10至14元的有59户，占24.4%；收费标准在14元以上的有98户，占40.5%；全区平均收费标准
是11.85元/人次。(6)、主要娱乐设施：是按地域环境因地制宜。据242户的调查资料反映，有的农家乐一户有多种娱乐活
动，有的户是单一的娱乐活动。麻将扑克是户户都有，多的可同时接待20余桌。象棋、跳棋15户，钓鱼有24户，田园观光15
户，秋千13户，园艺观景3户，游艺健身9户，天然浴场28户，游艇、划船15户，竹排漂流3户。 

  问题： 

  一、经营无特色：农家乐要别于城市，远离喧华，体现农家风趣，大多数投资者还处于探索阶段，经营特色不明显，经
营无个性，没有农家的乡土趣味，风土人情。吃的蔬菜、水果、粮、油、饮料等，基本都是从城里购的，做的饭菜与城市区
别不大，仍然不能摆脱“四荤四素、中间放醋”模式。， 

  二、娱乐概念理解不准确：多数农家乐办成了棋牌室，好象离开麻将就没有什么可"乐"的，这种"乐"的观念不健康，也
失去了农家乐的真正含意。 

  三、环保意识淡簿：农家乐的污水、弃物随处抛洒，特别是风景区，生活垃圾、白色污染随处可见。正如一位游客坐在
河边所说：人们认识了这条河，就会开发利用这条河，也很快污染了这条河，最终可能报废这条河。 

  建议： 

  一、利用优势抓特色：各乡、镇、办事处党委政府、旅游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现有的农家乐业主因势引导，要充分利用交
通、景区景点、田园风光、宗教文化等特色资源，开发出农家乐系列旅游产品，农家乐系列套餐。使农家乐走上各自的特色
之路，打上各自的特色品牌。 

  二、加强宣传抓引导：各乡、镇、办事处党委政府、旅游主管部门要加大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宣传力度，扩大风景区的知
名度，广泛吸纳客源。将各景区景点制成明信片，刻录成光蝶，拍摄专题片，在电视媒体传播。争取市以上各种不同的工作
会议在汉滨召开，加强风景区的宣传力度。政策倾斜，鼓励机关干部离岗谋职，拿50%至80%的工资到景区独资或合资兴办农
家乐。 

  三、重视培训抓教育：农家乐业主及服务人员大多数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经营方式属于“土法上
马”，不具备专业管理水平。旅游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定期培训，提高业主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人员的工作能力，教育农
家乐业主要守法经营，正当竞争。不能把农家乐娱乐搞成赌博场，要文明经营，多开展一些有利游客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
要让游客能住的舒心、吃的放心、乐的开心。 

  四、规范管理抓环保：旅游、环保等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在风景区要设置果皮箱、垃圾筒。景区、河边不许乱
扔果皮、塑料袋、食品包装物，并制定一定的规章制度和游客须知，安装在公共场所醒目的地方，让游客相互监督执行。农
家乐的污水、生活垃圾、弃物指定地点堆放，进行规范处理。人群集中的场地、公用设施要定期消毒灭菌，提高农家乐发展
的整体水平，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到安康来作客。 

  五、积极开发旅游特色产品：旅游景区农家乐业主要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开发具有地方风情特色的旅游产品，包括精
美的农副土特产品、饲草编织品、草帽、草鞋、扇子等小工艺品的开发上市，既可增加农家乐业主的收入，也满足了游客的
需要，形成对游客的吸引力。 

  六、应增设一定的少年儿童娱乐配套设施：现在学生在校学习都很紧张，健康娱乐设施较少，导致少年儿童整天呆在
“水泥森林”里，几乎与外界隔绝。农家乐应了解这一现象，抓住机遇，在郊区因地制宜为少年儿童开发一个娱乐平台，提
供一个自然、和谐、有趣的空间环境，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益智活动，增强青少年社会实践知识。采用一些较科学、更自然
的手段加以引导、帮助、启迪少年儿童的智力开发，促进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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