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验经济下对保定市发展观光农业的新思考

贾会棉, 路剑 (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保定071000)

摘要  保定市农业资源丰富 ,地理位置优越 , 这些因素为保定市发展观光农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在论述观光农业的内涵及其在国内
外的发展概况的基础上 , 系统分析了河北省保定市发展观光农业的资源优势, 然后指出了保定市观光农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最
后提出了在体验经济下保定市发展观光农业的具体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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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griculture in Baoding under Experience Economy
JIA Hui- mianet al  (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aoding , Hebei 071000)
Abstract  Baodi ng has abundant agriculture resources and its locationis wonderful . All these factors set a deep foundationfor Baodingto develop tourism
agriculture .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tion of tourismagricul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inthe paper the resource advantage of development
of tourismagriculture in Baoding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 and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agricultur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Baoding were
deeply analyzed . Based on the analysis , some advices on developing tourismagriculture in Baodi ng under Experience economy were ga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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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光农业的内涵及其国内外发展概况

观光农业( 或称休闲农业或旅游农业) 是以农业资源为

基础, 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的交叉型产业, 是以农

业生产为依托, 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农业, 即充

分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对其进行“包装”、改造、组合和深度

加工, 因地制宜赋予其不同的旅游休闲功能, 形成具有农业

特色的旅游休闲资源及产品, 以满足消费者的旅游休闲需

求。同时, 实现农业产品增值和农民收入提高。常见的有观

光农场、农业主题公园、教育农庄、休闲农场、农村留学、民宿

农庄、民俗旅游等7 种形式。

观光农业始于二战后的欧美国家, 后在日本、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充分发展并日趋成熟。由最初小规模的观光果园

形式发展到统一规划的集观光、休闲、娱乐、教育为一体的有

组织的观光农业园区、观光农业带, 走多元化、多层次规模经

营, 成为国际旅游业发展的重点。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观光农业在我国大陆也到了初步

发展。1998 年, 我国国家旅游局推出的旅游主题是“华夏城

乡游”, 其中“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做农家活、看农家景”等与

大自然亲近的观光农业旅游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目前我国

观光农业旅游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

近郊, 其中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发达。在广东, 果园观光

旅游最早出现在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目前广东已有80 多个

观光果园 , 每年接待旅游者400 多万人, 旅游收入10 多亿。

观光农业一方面让游客了解农业生产活动, 体验农家生活气

息, 享受农业成果 , 普及农业基本知识, 使游客走进农业世

界, 以减轻和缓解城市旅游地过分拥挤的现象 ; 另一方面扩

大了农产品销售市场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了地方

经济的繁荣。

2  保定市发展观光农业的资源优势分析

2 .1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保定位于河北省

中部, 兼有太行山高耸入云的巍峨雄壮和华北平原一望无际

的开阔坦荡 , 北靠首都北京, 东邻天津, 南连石家庄, 西壤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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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总面积2 .2 万km2 , 是河北省人口最多的城市。保定的交通

十分发达, 形成了以贯通南北的京广铁路、京深高速公路为纽

带, 平原公路纵横成网, 山区公路四通八达的交通格局。津保

高速与京深高速在这里交汇, 交通运输极其便利。

2 .2  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独具特色的地方特产  保定是一个

农业大市 , 农业资源极其丰富。素有“中国桃乡”之称的保定

市顺平县果树面积近2 万hm2 , 仅桃园就有13 333 .33 hm2 , 每

年4 月几十万游人云集这里踏青赏花, 形成了综合性、规模

性的观赏旅游景区。水上有素有“东方明珠”之称的白洋淀 ,

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淡水湖泊和湿地, 总面积366 km2 ,85 %

的水面在保定市安新县境内。淀内沟壕纵横相连 , 芦荡、荷

塘、渔村星罗棋布的地貌在全国独一无二, 叠叠荷塘、莽莽芦

荡是白洋淀的特色景观。素有“凉城”之称的来源县拥有野

三坡、“空中草原”等众多农业自然景观 , 是游客夏日避暑的

好去处。

保定不但农业资源丰富 , 地方特产更是多种多样。”保定

府三件宝, 铁球面酱春不老”的民谣享誉全国。此外, 马家清

真卤煮鸡、槐茂酱菜、满城雪桃、高碑店豆腐丝、望都辣椒、徐

水驴肉烧饼、阜平大枣、易县易水砚、曲阳大理石雕、安国中

草药等都久负盛名。这就为保定观光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

2 .3 潜力巨大的旅游客源市场  保定紧邻北京、天津等大

城市, 客源量较大 , 而且随着旅游观念的转变 , 越来越多的游

客选择到自然风景优美的农村休闲度假。“保定驴友之家”

调查显示 , 有90 % 的保定市民希望春季到郊区农村旅游、观

光、度假, 近1/ 3 的市民愿意将双休日用于郊区旅游, 其中

25 % 的市民有在外住宿的意愿。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

的交通条件、丰富的农业资源以及潜力巨大的旅游客源市场

为保定观光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保定市观光农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 .1 保定市观光农业发展现状 保定市观光农业始于90 年

代后期 , 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保定市顺平县于2000 年首先

举办了桃花节, 主要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随后该县以万顷

桃园资源优势为龙头, 结合王氏庄园、龙潭湖、伊祁山等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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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已精心举办了4 届桃花节, 并开辟了3 大观花区: 以圣

祖尧帝出生地伊祁山为核心的伊祁山桃花观赏区; 台鱼桃花

观赏区; 蒲上乡杏花观赏区。于是各地也纷纷开办了各具特

色的观光农业项目, 如满城的草莓采摘基地、高开区以花卉植

物为主的高新技术农业园区、白洋淀的水上观光农业示范园、

来源的空中草原休闲度假区等等。这些观光农业区域项目大

多条件优越, 逐步形成具有保定地方特色的观光农业基地。

3 .2 保定市观光农业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 保定

市观光农业旅游正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在开发规划、经营

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概括起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

3 .2 .1  项目建设盲目, 缺少对观光农业发展的合理规划。

目前, 保定市多数地区缺少对观光农业发展的合理规划, 一

般是在原有农业资源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就开始接待游客。

因此, 一些农业观光区经营理念雷同化倾向严重, 园区规划

建设、娱乐项目等都比较单一, 缺乏个性化色彩, 尚未形成观

光农业应有的氛围。此外, 并非所有的农村地区都具备开展

观光农业的优势, 要从当地的农业、资源基础、自然景观系

列、乡村民俗的可展示性等方面来进行具体论证考察。

3 .2 .2 基础设施不完善, 旅游产品单一, 文化含量低。多数

园区未深入挖掘乡村旅游资源的潜力和其特有的文化内涵 ,

旅游活动形式仅限于观光、采摘等形式 ; 产品过于单一, 参与

性项目较少, 不能满足现代旅游市场的需求; 科技含量低, 不

能满足多层次游客特别是青少年求知的需要。如满城的草

莓生产基地, 仅拥有观赏、采摘旅游形式, 而没有诸如讲解草

莓的生长、加工等科普活动。

3 .2 .3 经营理念落后、经营管理不规范。由于观光农业园

区大多分布在农村, 且是由政府支持, 地方投资开发的, 具体

经营者多为当地农民, 因此, 一些园区经营理念落后 , 只重视

短期经济利益, 而忽视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有效结合。此外, 观光农业在很多地方存在明显的淡旺季差

别, 旺季时车水马龙, 淡季时门庭冷落 , 这就加大了经营管理

的难度。

3 .2 .4 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破坏环境的现象时有发生。大

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受长期以来的卫生习惯影响及基础卫生

条件欠缺等原因, 观光农业园区的卫生状况有待提高。近年

来, 一些地方只是大力开发观光农业园区, 而不注重园区内

的卫生设施建设和卫生监督, 导致卫生状况恶化, 严重破坏

了生态环境。以“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顺平桃花园区为例 ,

园区内众多的“农家乐”产生的生活垃圾一般是直接往屋后

的无人处一倒, 生活污水随地一泼, 致使一些桃树逐渐枯萎 ,

而且由于园区内卫生设施不健全 , 游客随地丢垃圾的现象比

比皆是。因此, 对观光农业园区的卫生、环保状况进行严格

的监督管理势在必行。

4  体验经济下保定市发展观光农业的具体对策及建议

跨入21 世纪, 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体验经济, 在继产

品经济、商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在我国悄然兴起。“体验

经济”由于其经济提供物—“体验”因素的融入使得产品增

值,“体验”也因而成了新的价值源泉。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

不断提高和闲暇时间的日益增多 , 人们自然更愿意花钱去享

受令其更加难忘更有价值的提供物—体验。由此 , 体验也就

成为了企业新的价值提供物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旅

游观光农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 必然要与当前时代背景紧密

结合。保定的观光农业正在逐步形成, 针对其在形成过程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 结合保定市发展观光农业的资源优势, 提

出了在体验经济下发展观光农业的具体对策 :

4 .1 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 合理规划布局  在观光农

业发展战略中, 政府应处于主导地位, 要做好农业旅游资源

的详细调查工作和实事求是的项目论证工作, 必须对农业旅

游进行合理的整体规划, 确保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

还要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资源, 扩大观光农业的项目, 以旅

游业带动观光农业, 以观光农业促进旅游业, 发展农游合一

的新型产业。

4 .2 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赋予其教育功能  首先完善

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 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

农宿以及度假村, 强化农业旅游中的安全卫生工作, 加强对

从业人员的卫生安全教育, 彻底改掉农村不良的卫生习惯 ,

并进一步开发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 以满足游客的

多种需要, 努力使园区景点步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教育功能是旅游休闲农业的一个特殊的功能。我们要

对农业资源、旅游休闲农业产品进行精心加工、包装和组合 ,

使之具有丰富的教育功能, 让旅游休闲者在旅游中获得信

息, 在观光中增长知识, 在劳动中陶冶情操, 在休闲中升华思

想。这对青少年来说更有意义。例如在满城草莓生产基地 ,

请讲解员介绍草莓生长的一些知识, 向大家展示草莓的加工

过程等等。

4 .3  转变经营管理理念, 推行“公司+ 农户”管理模式  保

定市观光农业多采用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家族式管理 ,

造成管理混乱, 这种方式很难适应农业和农业旅游日益发展

的社会化、市场化、知识化、规模化、甚至网络化的需求, 而且

事实上, 目前保定大部分个体农户没有能力接待游客, 尤其

海外游客。因此, 目前情况下, 最好引导农户走公司+ 农户

的经营管理发展的模式 , 逐渐走上农场规模性发展的道路。

只有规模性的园区或农场, 才能提供高质量、功能齐全、卫生安

全、旅游氛围较浓的旅游服务, 观光农业旅游才可能得以发展。

4 .4 大力发展绿色休闲旅游,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观光农

业的特色优势在于生态优势, 保定发展观光农业要立足于自

然生态保护, 使旅游项目保持淳朴的“农、土、野”乡村特色 ,

切忌过多地兴建人工设施, 严禁破坏乡村人文景观, 避免旅

游项目和旅游设施建设城市化, 以保持观光休闲农业区内外

青山绿水、空气清新的乡野氛围。观光休闲农业应与发展生

态农业、特色农业、绿色农业相结合, 实现农业与农村可持续

发展是保定市观光农业的立足点 , 也是其最终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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