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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 , 许多著名风景区都处于乡村的包围中, 在这些地方发展农家乐之类的农业旅游娱乐设施 , 条件成熟 , 方便易行。在结合
重庆市缙云山风景区农家乐考察时发现普遍具有规模小、设施简陋; 经营模式雷同 , 竞争手段单一 ; 管理体制不畅 ; 缺乏统一规划、布局
混乱 ;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进而提出发展风景名胜区农家乐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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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90 年代初, 在成都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农家

乐”[ 1] 。它以农户家庭独立经营为主, 以“吃农家饭、品农家

菜、住农家院、干农家活、娱农家乐、购农家品”为特色[ 2] 。按

其所处的位置, 可分为景区农家乐和乡村农家乐[ 3] 。近年 ,

重庆农家乐发展较为迅猛[ 4] , 为景区及其周边农民提供了一

条致富之路 , 但其大规模的发展是否规范、对景区是否有利

等问题值得思考。笔者以重庆市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缙

云山的农家乐为例, 通过分析其兴起的原因和现状, 指出存

在的问题, 进而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1  缙云山“农家乐”兴起的原因分析

缙云山位于重庆市北碚区 , 是国家自然保护区, 即首批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20 世纪90 年代末, 附近的农民自发

地办起农家乐。后来, 在区政府及旅游局的指导下, 开始有

组织有规模有计划地发展农家乐。白云村在当地政府指导

下, 建成农家乐一条街, 以农家自营为主, 兼有少数租赁经

营, 每户年营业额达8 万元左右 , 人均7 000 元。该村农家乐

为缙云山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了村民的脱贫致富, 并解决

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目前, 缙云山农家乐有

景区客栈型、度假娱乐型、乡村民俗型、观光家园型等几种类

型, 以景区旅舍型为主, 这即景区农家乐与乡村农家乐的主

要区别。农家乐出现的原因:

1 .1  景区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景区农家乐是以风景名胜区

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 , 景区是其兴起的物质载体。我国很多

著名风景区均处于偏远农村的包围中, 在这些地方发展农家

乐等农业旅游娱乐设施, 条件成熟, 方便易行 , 于是风景区及

附近就成为农业旅游娱乐项目的集中地带之一。

20 世纪末, 随着缙云山旅游的兴旺发达, 游客日益增多 ,

而宾馆容量有限, 景区及周边农户腾出空房供游客食住, 找

到了挣钱的好机会, 缓解了宾馆的压力 , 给游客提供了方便 ,

如此的“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

  另外, 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因旅游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或

破坏, 也许有些不满或抱怨, 若不及时调解则会进一步激化 ,

以至出现欺骗、敲诈或偷盗游客等行为。旅游开发后, 景区

的土地、草场和森林等资源受到严格保护, 居民活动受到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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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制, 若无其他补偿措施, 居民就会对旅游开发和开发商、

管理者不满, 并偷伐木材、偷卖珍稀动植物等 , 致使景区生态

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引导景区农民开办农家乐等旅游接待

项目, 帮助他们拓宽就业渠道、提高旅游业参与度、扩大旅游

投入分配额、提高生活水平, 同时有效缓解居民和旅游者、景

区管理者和旅游开发商之间的矛盾。

1 .2 游客的需要 我国旅游客源仍以城市居民为主, 对久

居城市的人“吃农家饭、品农家菜、住农家院、干农家活、娱农

家乐、购农家品”是新奇的; 对移居城市的人 , 能返回农村再

次体验农家生活也是值得向往的。缙云山是“山城”的氧吧 ,

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 这里的“农家乐”环境优雅、空

气清新, 它让游客在国家级著名风景区游览的同时, 又能享

受地道的农家美味和独特的农家歌舞, 带给游客一番新奇的

滋味和享受。另外 , 农家乐的价位一般都比较低, 游客都能

承受, 这也是其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1 .3 社区农民生活的需要  景区一般都有世代居住的农

民。其土地、草场和森林等资源是他们谋生的来源, 但开发

旅游之后, 这些资源的使用被严格限制 , 几乎阻断他们所有

的经济来源。现在 , 缙云山仍有少数人以土地为生, 但大多

数农民都转向旅游服务业。在农家乐从自发经营到有组织、

有规模地发展过程中, 农民也逐步地转移到服务业, 农民的

收入和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2  景区内“农家乐”存在的主要问题

2 .1 规模小, 设施简陋 缙云山的农家乐数量较多, 但规模

普遍不大。如发展较好的白云村 , 拥有床位数40～50 的农家

乐只有4 家, 其余基本上都是30 个床位数的规模, 只能接待

一般的散客 , 不能接待较大的团队游客 , 使得依托景区的优

势不能充分发挥。农家乐的床铺等设施都比较简陋, 其卫生

条件尤令游客担心, 这些客观情况限制了农家乐的发展。

2 .2 经营模式雷同, 竞争手段单一  由于农家乐业主大多

是农民 , 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 5] 。产品开发上大多相互模

仿, 缺乏“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人优我特, 人特我转”的创新

观念和思想。农家乐之间的竞争也以降价为主, 致使大多数

农家乐处于低利润营运状态。某些农家乐1 人1 天花费仅

20 元, 包括两顿正餐、住宿一晚及其他娱乐消费。说明专业

人材及技能的匮乏是困扰景区农家乐发展的重要问题。

2 .3 管理体制不畅, 区内区外不等价竞争 缙云山风景区

是国有事业单位, 景区管理者市场意识薄弱, 管理体制不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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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区内区外不等价竞争。景区内的观光旅游资源对以度

假为主要目的的游客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而进入景区必须支

付门票, 所以度假游客一般会选择区外的农家乐, 不必花门

票费也能得到同等水平的服务, 致使区内很多农家乐因客源

稀少而关门歇业。

2 .4  缺乏统一规划, 布局混乱  景区布局混乱, 科研、管理、

居住和旅游等用地缺乏科学统一的规划, 不利于森林植被的

科研保护, 使旅游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6] 。如仅生长于缙云

山、北温泉公园内外和统景镇东温泉公园内的国家二级保护

植物———缙云卫矛, 本是景区的特色景观之一, 却由于人为

的干扰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7] 。缙云卫矛多生长在温泉附

近, 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缙云卫矛生长的环境不断恶化。

3  建议及对策

3 .1  丰富活动形式与内容 缙云山农家乐可依托景区开展

下列活动 : ①休闲健身游。即以城镇工薪阶层为主体的健

身、休闲、娱乐游 , 可在整个景区开展调查显示: 周末和节假

日, 附近的上班族和学生都喜欢到缙云山休闲娱乐, 既可欣

赏优美的山景, 又能强健身体, 愉悦身心。且可到附近农家

休息游玩、赏花摘果、品尝特色小吃, 别有一番情趣。②乡村

风情游。在景区的缓冲区、外围区及附近乡村, 开展以民俗

文化风情为特色的民俗风情游。当地已办得很好的乡土节

目有花轿迎亲、金钱板、舞腰鼓、对唱山歌等, 游客边享农家

食, 边赏农家舞, 很有市场潜力。另外, 开展农事节庆旅游也

是农家乐的重要门道之一。③产业休闲游。即农家乐组织

开展的以采摘、收获等为主要内容的体验休闲游。如举办过

葵花节和采瓜节; 缙云山上的野菜种类繁多, 可举办野菜采

摘节, 让游客体味到比较原始的乡野农村风味。④爱心孝道

游和休疗保健游。即分别将尽孝养老和休息疗养、保健等主

题贯穿于整个休闲度假旅游。2004 年 , 北碚获得“全国最佳

人居环境奖”、“最佳环境模范城”, 是最适合居住地方之一 ,

山上云雾缭绕、佛道两教盛行, 环境清新雅致, 适合修身养

性, 现已有养生馆落成。将老人送到这里度假养老或休息疗

养, 有益于老人的身心健康 , 同时也是儿孙一片爱心和孝心

的表达。⑤亲子主题游。针对城市三口或五口之家可推出

“欢乐家庭农家度假游”, 将亲子主题贯穿于所有休闲旅游项

目之中[ 8] 。让城市孩子能亲近大自然, 也让独生子女得以体

会农村尚存的三代或多代同堂的多人口、大家庭的家庭

氛围。

3 .2 形成多样化经营手段 

3 .2 .1 积极推行会员卡、次卡和住宿餐饮联票卡制度。缙

云山游客以本地散客为主, 对经常上山的个体游客可实行会

员制, 如门票会员卡、餐饮会员卡和住宿会员卡, 当消费达到

一定额度便给予会员适当的优惠或奖励, 这样不仅保证了已

有的客源, 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住宿联票, 即在一定

范围内的农家乐实行的票据制, 这种票据于游客首次食宿时

领到, 可保证往后在此范围内的农户食宿得到打折等优惠待

遇。这既可形成规模效应, 又能吸引回头客, 增加重游率。

同时还能有效缓解了区内外农家乐之间的不等价竞争。

3 .2 .2  积极推行差别消费制。针对不同档次的消费群体推

行差别消费制。即在门票、食宿, 娱乐消费等方面, 可按基本

设施和管理服务水平的差异分为高、中、低档3 个层次, 以适

应不同层次的需要。可以建设较为高级的农家乐满足具有

较高消费能力的人群; 对学生和背包族 , 可提供更为实惠的

服务; 餐饮和住宿则给予八八折或九折优惠等。周末及节假

日上山的学生又比较多, 如果能采取适当的措施得到他们的

“惠顾”, 对景区内外的农户都不�为“福音”。

3 .2 .3 对进入景区内度假的客人, 在门票价格上给予优惠 ,

以缓解景区内外农家乐之间的不等价竞争。如在个人购票

进入景区的时候, 随附一张入住凭证, 若客人住宿了 , 返回的

时候可凭证在购票处领取一定的返还款, 返还金额则视住宿

时间的长短和人数的多少而定。

3 .3 统一规划管理, 调整经营模式  缙云山应尽早制定科

学统一的规划, 合理地使用景区内科研、管理及旅游等用地 ,

促使农家乐等旅游接待设施的规范用地。另外, 农家乐可采

用“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 基地指整个缙云山景区。由于

游客的平均消费水平不高, 且很多农家乐处于低利润营运状

态, 且单个农户经济能力有限, 其规模档次很难提升 , 这种模

式有利于农家乐扩大规模和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也有利于进

一步拓展旅游市场。

3 .4  加强对外宣传 缙云山农家乐要加强网络营销和口头

宣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 原始的宣传渠道, 已不能满足

要求, 可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和亲朋好友良好的口碑和明星效

应, 可以让游客去明星食宿过的地方参观、体验。

此外, 农家乐的房屋可改变墙砖的颜色或画上具有当地

文化特色的图案或花纹 , 以与周围景色协调一致; 且房屋建

材应选取当地木材或石料; 房屋高度以不高过周围树木为

佳。另外, 还要注重培养和训练专业人才, 并吸纳具有先进

管理经验的农家乐业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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