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乐旅游资源特点及其开发条件分析

———以南京浦口区乌江镇“十里农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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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家乐旅游是新兴的一个特色旅游项目。介绍了农家乐旅游的起源及其发展现状 , 在阐述了农家乐旅游含义的基础上 , 对南京
浦口区乌江镇的农家乐旅游资源特点及其开发条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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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家乐旅游的起源及其发展现状

1 .1  农家乐旅游的起源  农家乐作为社会风情游的一个特

色旅游项目, 起源于在日本兴起的家庭旅游。20 世纪50 年

代, 日本东京等地推出了“日本家庭访问”, 让游客有机会可

以直接接触和了解旅游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习俗, 受到众多

游客的青睐。农家乐旅游在国外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开展得

比较成功的多是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波兰

等。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农家乐旅游始于20 世纪80 年代, 它

在特殊的旅游扶贫政策指导下应运而生, 但由于起步较晚 ,

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农家乐旅游是人们旅游需求多样化、

闲暇时间不断增多、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和“文明病”、“城市

病”加剧的必然产物 , 是旅游产品从观光层次向较高的度假

休闲层次转化的典型例子。

1 .2  国内外发展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政府积极推动农业旅

游, 以提升农业竞争力与农业资源使用效率, 增加农业收入、

繁荣乡村经济。在这种形式下农家乐、农业观光旅游、古村

落游等, 从2 年前的星星点火, 到如今已是遍地开花, 极大地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成为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在国

外, 农家乐旅游在美国、德国、法国、波兰、日本等国家得到倡

导和大力发展。在欧美国家 , 农家乐旅游已具有相当规模 ,

并已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巨大

的发展潜力。

在国内, 农家乐旅游以其农庄度假和民俗节日活动为主

题, 以其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旅游方式正日渐成为人们的

追求和向往。许多民族文化底蕴丰富的地区纷纷发展农家

乐旅游 , 既迎合了城里人的需求, 又实现了“旅游富民”的目

标。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玩农家乐”为主要内

容的民俗旅游, 正在成为北京郊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据调

查, 截止到2003 年6 月底, 北京郊区共有符合市级标准的民

俗旅游专业村133 个, 从事旅游的农户2 .4 万户, 占专业村总

户数的61 .3 % ; 从事旅游业的劳动力40 202 人, 占劳动力总

数的80 .3 % 。此外, 国内其他地区的农家乐旅游也都日益开

展, 成为各地旅游发展的一条新路子。

2  农家乐旅游的含义

2 .1 农家乐旅游的概念  农家乐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农家乐源于广义的农业概念, 包括农、林、牧、副、渔 ,

它是以城郊农民家庭为依托, 以田园风光和别有情趣的农家

生活为特色, 吸引市民来此休闲度假、观光娱乐、体验劳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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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旅游活动。狭义的农家乐可以从购买者和经营者

的角度分别来讲, 从购买者的角度来说 , 它是指游客在农家

田园寻求乐趣, 体验不同于城市生活的乡村气息。从经营者

的角度来讲 , 它是由农民利用自家院落以及依傍的田园风

光、自然景点, 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市民前来吃、住、玩、游、娱、

购的旅游形式。“农家乐”的兴起, 是城乡消费方式改变的一

种新的现象。

2 .2  农家乐旅游相关概念辨析  与农家乐旅游相关或相近

的概念有农业旅游、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等。农家乐旅游是

农业旅游的一部分。狭义的农业旅游是指合理地利用与开

发农业自然资源, 把农业地生产功能和旅游功能结合起来 ,

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合理布局, 达到美化景观、保护环境

的目的, 是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新型产业。广义的农业旅游

是指乡村旅游, 包括利用农村野外空间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

村人文资源进行旅游开发, 使农业与农村的观光旅游功能显

著扩大, 满足游客不同层次的需要。生态旅游是旅游者以旅

游区的自然以及历史的人文景观为主要游览对象, 以理解 、

欣赏并提高自身修养及生态保护为目的, 并对保护旅游地的

自然生态环境及改善社会经济做出积极贡献的旅游活动。

由此看出, 这几个概念既相互联系 , 又存在本质区别。

3  农家乐旅游资源的特点

3 .1  总体特征 乌江“十里农庄”的旅游农业资源以花卉苗

木和森林景观为主, 人文资源则以历史遗迹、名人故居和历

史传说为主。乌江“十里农庄”旅游区是水、山、林一体的旅

游地, 富有特色的农庄 , 葱郁的观赏苗木, 池塘边放养的野

鸭, 成行的果树和淳朴的乡情是其旅游景观的主要特色。

3 .2 资源类型

3 .2 .1  观光种植业资源。指具有观光功能的现代化种植

业, 即利用现代化农业技术开发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作物品

种园地, 或利用现代化农业栽培手段, 向游客展示农业最新

成果的各类种植园。乌江“十里农庄”内拥有丰富的观光种

植业资源, 有万亩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 其中无公害基地4

个: 林蒲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河南乳黄瓜生产基地 , 公子洲

鳜鱼养殖基地, 南一无公害绿茶生产基地; 还有帅旗农庄、中

马农庄等一系列观光休闲农庄, 旅游价值很高。

3 .2 .2 观光林业资源。指具有观光功能的人工林场、天然

林地、林果园、绿色造型公园等。乌江“十里农庄”是优质的

苗木生产基地, 金盛田公司租用土地4 000 hm2 , 与镇政府合

作开发沿江滩涂200 hm2 , 栽植意杨25 .2 万株; 中马农庄和海

盟农庄各建有苗木生产基地26 .7 万hm2 ; 兆荣、森友农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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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周边的4 个村发展苗木花卉200 hm2 , 这些都是乌江“十里

农庄”丰富的观光林业资源。

3 .2 .3 观光畜牧业资源。指具有观赏性的牧场、养殖场、狩

猎场、森林动物园等, 为游人提供观光和参与牧业生活的乐

趣。在这方面 , 乌江“十里农庄”主要是家禽和牲畜养殖, 如

鸡、鸭、鹅、猪等的饲养、加工, 另外还有优质品种的宠物狗可

供观赏。

3 .2 .4 观光渔业资源。指利用滩涂、湖面、水库、池塘等水

体, 开展具有观光、参与功能的旅游项目, 如住水边、沿岸风

景观光、参观捕鱼、驾驶渔船、水中垂钓、品尝水鲜、参与捕捞

活动等。乌江“十里农庄”内水体众多 , 鱼塘遍布, 或大、或

小, 既可进行垂钓, 又可开展各类水上活动。

3 .2 .5 观光生态农业资源。即建立农、林、牧、渔综合发展

的生态模式 , 强化生产过程的生态性、趣味性、艺术性, 为游

人提供良好的具有观赏性的生产环境, 形成林、果、粮间作 ,

农、林、牧结合的农业生态景观。帅旗农庄占地20 hm2 , 集种

植、养殖、农业旅游、观光、餐饮为一体, 建有观光果园、养殖

园、垂钓中心、阳光温室、沼气池等, 是典型的农、林、牧、渔结

合的农业生态景观 , 极具观赏性。

3 .2 .6 农副产品资源。农副产品资源主要是指具有地方特

色的土特产品、竹木等手工艺品, 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的产物。乌江“十里农庄”生产的优质名茶, 是绿色保健饮

品, 各农庄饲养的绿头野鸭、野鸡、火鸡、蓝孔雀等特禽品种 ,

种植的桃、李、梨、杏、葡萄等名特优水果和毛豆、鳜鱼、小香

瓜、辣椒、番茄等无公害农产品, 还有加工生产的“帅旗牌”野

鸭, 都是极具特色的农副产品。

3 .2 .7 历史遗存。乌江作为长江边上的小镇, 地处苏皖两

省交界, 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自杀身亡之地, 霸王祠

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历史英雄而建立的。它位于和县乌江镇

南侧的凤凰山上 , 这里前临长江, 四周阡陌纵横 , 平畴万顷 ,

如今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已有2 200 余年, 来此拜谒霸王

祠的客人仍是绵绵不断。

3 .2 .8 名人故居。南京市浦口区乌江镇是草圣林散之先生

的故乡, 林先生的故居江上草堂就位于乌江境内。林散之先

生, 祖籍和县乌江七棵松村, 自幼酷爱书画诗文, 号称诗、书、

画三绝 , 他热爱祖国, 为人正直、坦诚, 严于律己 , 深受广大人

民热爱 , 去世之后, 来此悼念、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4  乌江镇农家乐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分析

4 .1  优势 ①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离市中心约1 h 路

程, 距长江三桥仅需8 min 车程( 约10 km) , 距312 国道、宁合

高速仅15 km, 交通方便、快捷。②环境优美, 生态环境优良。

位于丘陵山区, 地貌类型多样 , 低山、丘陵、平原错落有致, 山

林、滩涂资源丰富 , 农副业生产发达, 生态环境优良。③自然

与人文交融, 旅游购物资源较为丰富。自然景观秀美, 历史

文化古迹较多, 土特产资源丰富。④周边地区人口众多, 经

济发达 , 潜在客源市场广阔。地处长江长三角地区, 是我国

人口分布最密集、城市化水平最高、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 可

以得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客源市场辐射, 客源市场广阔。

⑤地区经济实力较强。“九五”以来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增长 ,

综合实力不断加强,2002 年乌江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 .76

亿元, 实现工农业总产值4 .3 亿元, 实现财政收入2 958 万元 ,

全镇人均纯收入4 116 元, 地区经济实力较强。

4 .2 劣势  ①知名度不高。乌江镇虽有悠久的历史, 但旅

游发展起步较晚, 旅游农业资源以休闲农庄为主, 类型较为

单一, 规模小, 特色不明显 , 产品结构组合不够优化, 旅游产

品缺乏吸引力, 在客源市场的开发上缺乏知名度。②现有开

发基础较为薄弱乌江“十里农庄”虽然拥有较多的旅游农业

资源, 但是大多数资源还未合理开发, 现有的旅游农业产品

只在南京本地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对于其他客源市场, 知名

度不够, 旅游服务设施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无法适应旅游

发展的需求。③旅游农业产品结构较为单一。旅游农业资

源在地域分布上比较分散, 产品结构组合也有一定难度, 影

响了游客的游览兴趣。另外活动内容比较单一, 不足以对旅

游者产生强有力的吸引力, 缺乏高品味、高质量的旅游精品。

旅游规模偏小, 游客逗留时间短。

4 .3 机遇  ①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近年

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人们的旅游需求高速增长, 双休

制及带薪假期的实行使得人们的休闲时间增多, 给旅游农业

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②各级政府重视旅游业发展。

旅游业被公认为当今世界的朝阳产业, 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

新的增长点 , 各区( 县) 政府积极响应南京发展大旅游的号

召, 将旅游农业作为郊县农业发展的重点, 各级政府对旅游

业的高度重视为旅游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后盾。③浦口

区旅游业发展迅速 , 旅游农业不断增长。近年来, 浦口区充

分利用城市建设的有利时机, 进一步整合生态资源、旅游资

源, 争创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旅游发展迅

速, 同时积极发展“农庄经济”, 吸引个体大户、城市工商资本

参与农业开发, 旅游农业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4 .4  威胁 ①周边地区类似旅游项目的市场竞争激烈。近

年来, 南京市充分利用自己的区位、资源、社会经济和文化等

方面的优势 , 积极发展旅游农业, 推出了一批较有名的旅游

农业项目, 如雨花台的江心洲、栖霞区的八卦洲、高淳县的瑶

宕村、溧水县的傅家边及浦口区的老山森林公园等景点。这

些较为成熟的旅游农业景点( 区) 将会给乌江旅游农业的发

展造成一定的威胁。②旅游农业起步较晚, 给管理带来一定

的困难。乌江的旅游农业起步较晚, 而苏州、无锡、上海等城

市的旅游农业发展起步较南京早 , 在客源市场上知名度相对

较高, 吸引了很多游客, 对于本地旅游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2006 年的旅游主题是“中国乡村游”, 农家乐旅游作为一

种新兴的旅游产品, 作为乡村游的一种重要形式, 应当得到

社会的关注与扶持, 开发时要注意保持农村的生态环境和人

文环境, 重视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相结合。中国农业文

化源远流长, 乡村风光多姿多彩 , 民俗风情浓郁淳厚 , 农家乐

旅游的前途必将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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