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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环太湖地区丰富的农村人文资源 , 探讨了其开发经营休闲农业的优劣势 ,并提出了建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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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undant agricultural and humanistic resources i nthe area of Tai Lake Surroundings was reviewed , the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of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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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六千顷太湖, 烟波浩淼 , 景色绝佳。环太湖地区农

业休闲旅游主题打的都是“太湖牌”, 苏州讲: 太湖佳景, 半在

姑苏; 无锡讲: 太湖佳绝处 , 毕竟在元
黾 头; 湖州称: 太湖边上唯

一的以湖命名的城市; 太湖蕴育了丰富的物产 , 生态良好的

农、林、渔业为环太湖地区农业与休闲旅游业的有机结合提

供了条件, 同时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着生态休闲农业的转型。

在发展有机蔬菜、水果、花卉、鱼虾的基础上, 推出农业休闲

旅游, 游客不仅可观光、采果、体验农作、了解农民生活、享受

乡土情趣, 而且可住宿、度假、游乐, 形成了从种养、加工到休

闲旅游到参与的一条龙服务, 成为农业休闲旅游的新亮点。

休闲农业旅游是现代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产业 ,

是拓展农业功能的一条有效途径。

1  休闲农业的概念与特点

1 .1  休闲农业的概念 休闲农业( 又称观光农业或旅游农

业) 是以农业活动为基础, 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

的交叉型产业,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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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是指在农村范围内, 利用农业

自然环境、田园景观、农业生产、农业经营、农业设施、农耕文

化、农家生活等旅游资源 , 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设计 , 为游客

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 以发挥

农业与农村休闲旅游功能, 增进民众对农村与农业的体验 ,

提升旅游品质, 并提高农民收益, 促进农村发展的的旅游经

营活动。从广义的观点来看 , 休闲农业还包括休闲林业、休

闲渔业、休闲牧业、休闲农家乐等。因此可以说, 休闲农业是

以农业为基础, 以休闲为目的, 以服务为手段 , 以城市游客为

目标, 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 ,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结合的

新型产业[ 1] 。

1 .2  休闲农业的特点 休闲农业是利用农村设备与空间、

农业生产场地、农业产品、农业经营活动、自然生态、农业自

然环境、农村人文资源等 , 经过规划设计, 以发挥农业与农村

休闲旅游功能, 增进民众对农村与农业的体验 , 提升旅游品

质, 并提高农民收益, 实现农业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

新型农业。具有以下特点。①是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游

憩服务业三级产业相结合的农业企业; ②是体现生产、生活

和生态“三生”一体的农业经营方式; ③所提供的休闲产品、

休闲活动和休闲服务, 具有服务业商品的特性 ; ④具有强烈

的季节性, 一年四季不同, 有旺、淡季之分, 无法连续生产; ⑤

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性 , 可以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回归自

然的机会。

2  环太湖地区休闲农业的发展优势分析

2 .1  自然人文环境 环太湖地区至今维持着原始优质的生

态景观, 是整个太湖沿岸仅剩的待开发处女地。区内湖中有

山、漾( 内湖) 中有岛、浩淼烟波、河港交错、阡陌纵横。范蠡

西施留迹的凄美爱情传说, 春秋吴越争战的遗址, 陈朝开国

皇帝陈霸先故居, 养蚕织绸、采菱捕捞 , 吴歌越剧等构筑了环

太湖地区浓厚的人文民俗气息。这些乡村居民、人文遗迹、

古建筑、文物、文化设施、园林花园、家居生活物件、公共设施

等物质形态以及地方民间文艺、民俗节庆活动、地方民间文

化庙会等文化形态都可以作为旅游产品。

2 .2 地理位置 由苏锡常嘉湖五市组成的“环太湖城市圈”

是苏锡常和苏嘉湖两块构成, 是苏南、浙北这两大板块的自

然结合部, 同时更是浙闽等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的战略节

点。通过地缘的接近而形成的多方位的“牵手”和“联姻”。

放眼沪宁杭大三角框架上, 有充足的客源。随着经济的兴

起, 环太湖地区各市联动, 已日益成为周边城市休闲旅游的

主要目的地。

2 .3 交通网络 杭宁高速公路、申苏浙皖高速公路、杭长高

速公路、104 国道、318 国道为环太湖开发带提供了全方位、便

捷的对外交通联系。这样便利的国道、高速、铁路和黄金水

道的交通以及长三角、环太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 ,

环太湖面临着巨大的后发机遇和后发优势。

环太湖地区是在上海经济的强烈作用下形成的, 同时又

成为上海城市圈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太湖地区中

的苏、锡、常、嘉、湖5 个城市 , 随着不可逆转的一体化进程 ,

必将成为长三角的“核心腹地”而日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苏嘉高速公路的修筑 , 五市间的高速环通, 大三角中

的“小回流”形成, 就可以形成要素集聚效应。环太湖圈城市

化的整体推进, 尤其是大交通框架的不断完善 , 长三角以及

环太湖城市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 城市关

系重构的总趋势是联系更加频繁、关系更加密切, 这是形成

环太湖地区发展格局的最佳时期。

2 .4  特色产品  环太湖地区农业休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自然、人文农业休闲资源有机结合起来 , 突破传统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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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局限性 , 推出参与性为主的农业休闲旅游产品。不但

为游客提供各种山珍野味, 珍奇水果、蔬菜, 还提供各种动物

表演, 如野猪赛跑、斗野猪、斗野鸡等惊心动魄的比赛, 同时

游客还能进行狩猎、烧烤、垂钓、采果, 特色产品吸引游客的

参与。“农家乐”以幽雅的环境、独特的风味 , 吸引着八方游

客; 各景区、景点相继推出了多项参与型活动和休闲型项目 ,

游客在观光的同时, 多了一份亲身的体验和轻松的感受。度

假区湿地公园、“太湖新天地”进一步增加了休闲设施, 提升

了休闲氛围。开展“洋太太进茶场”、“茶乡自驾游”、“茶文化

生态之旅”等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特色旅游活动, 营造了浓厚

的氛围, 聚集了人气, 增强了效益, 受到了茶农、茶叶经销商

和游客的广泛好评。光福开展了青梅采摘和制作活动 ; 木渎

灵岩山冠军马场、西山牛仔乡村俱乐部等安排了丰富的休闲

活动; 农林大世界推出了“太湖采摘节”。“休闲太湖”名声更

响, 深受游客青睐。

3  环太湖地区休闲农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3 .1 同质化 旅游推出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住农家院、吃农

家饭、看农家生活”, 虽然异于城市生活, 但如果“天天都一

样, 家家都相同”, 到处充斥着仅提供吃喝和简单休闲的产

品, 毫无特色可言 , 基本上根本很难体现出乡村生活的乐趣 ,

加上规模过小, 又缺乏规范化的管理, 服务质量极差的乡村

旅游产品比比皆是, 项目总体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必定会下

降。项目的同质性使旅游点间可以轻易替代, 对本地的民

俗、文化内涵开发不充分, 缺乏知识性和趣味性, 缺乏吸引

力, 不利于培养游客对该旅游点的忠诚度。

3 .2 农业休闲与旅游休闲结合不完全 农业休闲指旅游者

在拥有丰富的绿色农村地域, 享受着当地的自然, 文化并和

居民进行交流 , 进而过着悠闲的假期生活的停留型休闲活

动。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 而是把农业中具

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 使它充分满足

人们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个性化需求。环太湖地区的经营

者对此意识不够。

3 .3  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

是休闲农业的经营者由于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生活垃圾

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 造成太湖流域生态破坏和环

境污染。另一方面, 游客远离工作和城市的喧嚣, 彻底放松 ,

往往会放松纪律约束, 经常会出现不爱护游玩设施, 践踏草

地、庄稼, 采摘野花等不文明行为, 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4  环太湖地区休闲农业的发展对策

4 .1 拓宽休闲农业的教育功能 休闲观光农业是一项新生

事物, 在开发各种特色休闲活动的同时加强其教育功能, 在

自然场景下修建农业科技园区, 不仅对引导农业与农村现代

化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而且也是青少年学生野外教学和实

习的基地, 让青少年接触农业、体验农业生产过程, 增强对现

代农业和文化内涵的感知, 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2] 。乡村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 是科普教育和修学考察的

重要场所。比如许多乡村产业基地都运用了现代高科技, 涉

及到信息科技、环保科技、生物科技等知识, 是普及科技知识

的重要基地。还有的乡村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是挖掘

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殿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 , 人们

可以学习和交流建设经验, 增强对现代农村的认识。

4 .2 突出特色, 加大宣传  休闲观光农业是一项新兴的农

业产业, 这类产品以自然和人文风光资源为观光游览对象 ,

与休闲性、参与性活动相结合, 分为特色风光、农事活动、民

俗文化观光游览三大类。乡村传统劳作是乡村人文景观中

精彩的一笔 , 尤其是在边远偏僻的乡村 , 仍保留有古老的耕

作、劳动方式。它们会使当今现代文明影响下的旅游者产生

新奇感 , 并为之吸引。这些劳作诸如驴马拉磨、老牛碾谷、木

机织布、手推小车、做豆腐、捉螃蟹、赶鸭群、牧牛羊等, 充满

了生活气息, 富有诗情画意, 使人陶醉留连。

要结合环太湖地区独有的地理优势 , 开发特色项目 , 不

断总结推广先进典型经验, 切实加大对休闲观光农业旅游项

目的宣传和营销力度 ; 同时加大在旅游网和农业信息网等各

种网站、报刊等媒体的宣传力度, 使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有

机结合起来, 树立环太湖地区休闲观光农业的良好品牌

形象。

4 .3  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由于广大乡村农民对旅游资源的

价值认识不高, 保护环境意识较低, 使我国许多地区乡村旅

游资源破坏严重。休闲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维护和

改善自然生态环境, 利用清洁能源 , 如太阳能、风能、沼气等 ,

加强乡村旅游资源保护已迫在眉睫, 不能破坏和污染农业生

态环境。结合农村文化生活 , 充分挖掘当地传统文化资源 ,

既要尊重当地文化习俗 , 保持传统文化特色, 又要提高当地

居民的文化素养, 为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氛

围,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 。

4 .4 加强城际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旅游点之间的恶性竞

争, 会严重阻碍环太湖地区休闲农业观光的健康发展。各市

要资源构成互补, 丰富产品结构 , 扩充产品数量, 增加游客的

可选择性; 必需同时发展旅游交通, 旅游宾馆、旅游餐厅、旅

游通讯以及解决水、电供应等; 当休闲农业开发起来后, 要与

当地市、县旅游部门合作, 做到城乡结合, 点线结合, 组成最

佳的旅游网络, 以吸引广大游客; 要把化太湖地区的休闲农

业纳入整个太湖网, 真正实现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休闲农业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方式 , 有助于维

护和提升乡村景观, 延长产业链 , 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发展

农村经济 ,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环太湖地区有着自己的环

境优势、人文优势与地理优势, 要善于利用自己的特色, 学习

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 优化乡村结构和生态系统, 做到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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