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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焦作市发展观光农业的区位、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 提出了焦作市观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4 种模式( 景区带动模式、
参与体验模式、民俗节庆模式、科普教育模式) ; 同时对观光农业开发中的问题进行分析 , 就这些问题从政策、法规、管理措施上提出了一
系列有助于观光农业可持续发展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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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tion , natural resources , and tourismresources advantages of developing the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in Jiaozuo City were analyzed . On
this basis , 4 kinds of development model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in Jiaozuo City were put forward , including scenic spot
driving model , par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 model , folk festival model and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model . At the same ti me , the problems inthe devel-
opment of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were analyzed . And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at were favorabl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were put forward fromthe policies , rules of lawand management meas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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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光农业也称农业旅游, 是把农业与旅游业对接, 利用

农业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的一种新型农

业经营模式。观光旅游是在传统农业和高科技农业基础上

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形成的旅游产品, 具有以观光休闲功能

为主, 生产、生活与生态相结合 , 集观光休闲、购物、娱乐、健

身、饮食、住宿等多种服务为一体的新型交叉产业[ 1 - 4] 。其

突破了传统农业以“农”为本的生产经营模式, 拓展了旅游资

源的开发形式, 通过农、旅结合, 建立起以农业养旅游, 以旅

游促农业的互动机制, 是农业发展的新途径, 是旅游业发展

的新领域[ 5] 。焦作市是一个农业大市, 区内观光农业资源丰

富, 发展观光农业 , 不仅可以丰富城乡人民的精神生活, 而且

可以起到提高农业效益 , 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吸收农

村剩余劳动力, 繁荣农村经济的目的。目前 , 焦作市的观光

农业处于起始阶段。

1  发展优势

1 .1 区位优势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 东连新乡, 西接

洛阳, 南临黄河 , 与省会( 郑州) 一衣带水 , 北依太行与晋东南

一脉相连。地处我国南北交汇点, 东西结合部, 具有承东启

西、沟南通北的枢纽地位。焦作地处黄河南北之通道, 扼晋

豫两省之要冲, 自古就是豫西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改

革开放以来 , 全市交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初步建

成了以铁路、公路为依托 , 以国道、省道为骨干, 以县( 区) 域

为中心, 以乡村道路为脉络, 布局合理,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络。境内有焦枝( 焦作- 枝城) 、焦太( 焦作- 太原) 、焦新( 焦

作- 新乡) 、月侯( 月山 - 侯马) 4 条铁路线, 有月山、待王两个

较大的货运编组站 , 铁路交通便利。投资4 .8 亿元建成的焦

作黄河公路大桥, 使焦作增加了一条重要的出市通道, 促进

了与黄河南岸的经济文化的交流。2001 年7 月23 日, 经国

家计委立项批准的全省第1 条由地市自筹资金修建的焦郑

高速公路开通。焦郑高速公路全长55 .8 km, 总投资12 .16 亿

元, 结束了焦作市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2002 年焦作已在全

省率先实现“县县通2 级、村村通油路”的目标。目前, 焦作

已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骨架、干线公路为支线、县乡道路为

脉络”的立体化公路交通运输网。到2005 年末 , 焦作公路通

车里程5 082 km, 公路密度124 .8 km/ 100 km2 , 区域公路密度

居全国首位。其中, 公路密度和高速公路密度分别是河南平

均水平的2 .82 倍和2 .30 倍, 远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焦作正在成为豫西北、晋东南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区位优

势得到进一步强化, 经济辐射能力大大增强。

1 .2  历史人文  焦作市农业开发历史悠久, 具有精耕细作

的优良传统。早在七八千年前, 该地就有人种植粟等粮食作

物。从焦作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 除发现有大量的

石铲、石斧、石镰、蚌刀等生产工具外, 还有水井、房屋等原始

农业生产迹象。焦作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5 000 年的

古老文明留下了众多珍贵史迹。该地是人类始祖的发源地 ,

有盘古开天地、华夏祖先伏羲女娲成婚、女娲补天、轩辕黄帝

祈天破蚩尤、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在原始社会末期, 位于

黄河流域中游的怀川文明就吸引着四方百族, 成为华夏民族

发祥地的中心地带。该地是商汤革命的起始地, 是武王伐纣

的前沿根据地, 是后汉光武中兴的大本营, 是“正始玄风”的

策源地和以八卦为灵魂的太极文化的产生地, 是水利文化、

度假村文化之根所在。神农祭天处、尝百草处、药王孙思邈

活动遗迹等, 显示着古代农业和医药的起源。出土众多的陶

瓷文物及当阳峪陶瓷遗址, 显示着怀川是发达的陶瓷文化之

根; 发源于陈家沟的太极拳、月山寺的八级拳和净影寺的猿

拳, 证明怀川是中华武术之根; 该地还是道教中心和佛教圣

地; 这里是诸多大师泰斗的故里, 孔子、李白、白居易、韩愈等

各类数不清的历史名人曾在此或游历、或隐逸、或葬归于此。

魏晋时的“竹林七贤”曾在修武百家岩隐居游览, 影响颇大。

1 .3 自然资源 焦作市辖区内地貌类型较全, 自北向南, 山

地、丘陵、平原、滩涂皆备, 水、热、土资源分布也随之而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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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可提供多种形式的观光农业; 丘陵

区大面积果园和林区既是开发观光农业的重要场所, 又提供

了优美的环境氛围; 众多名特农产品( 如铁棍山药、怀菊花、

怀山药、怀牛膝、怀地黄等) 是观光农业的拳头产品; 集中连

片的荒山、荒坡为布局大型观光农业开发项目提供了难得的

载体。焦作的自然风光秀美壮丽, 太行山层峦叠嶂, 母亲河

———黄河源远流长, 大山大河造化了焦作山水之大气, 成就

了焦作旅游之大气。焦作属华北植物落叶植被区, 动植物资

源较丰富 , 其中属国家保护珍稀动物有20 多种 ; 有木本植物

143 科875 种, 草本植物69 科469 种, 属国家保护的珍稀树种

有红豆杉、连香树、山白树、银杏、杜仲等; 主要粮食作物有小

麦、玉米、水稻, 主要经济作物有花生、棉花、大豆等。0 .12 万

hm2 的竹林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竹林,“四大怀药”( 山药、牛膝、

地黄、菊花) 闻名中外 , 远销东南亚和欧美20 余个国家和地

区。焦作市水资源丰富, 流域面积在100 km2 以上的河流有

23 条, 还有引沁渠、广利渠两大人工渠, 有群英水库、青天河

水库、顺涧水库等较大水库, 地表水资源充裕 ; 焦作市还是天

然的地下水汇集盆地, 目前已探明地下水储量35 .4 亿 m3 。

建设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也将从焦作通过, 丰富的水资源

在中西部地区是不可多得的资源。近年来, 焦作根据市场需

求加大投入 , 大力开发旅游资源, 现已开发建成云台山国家

级风景区, 青天河、神农山、青龙峡省级风景区和峰林峡、青

龙峡、月山寺市级风景名胜区, 以及中央电视台焦作影视城、

龙源湖乐园等现代休闲娱乐场所。由云台山、青龙峡、峰林

峡、神农山、青天河5 大园区组成的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 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首批28 个世界地质公园之

一。同时, 在北部太行山区植树造林400 hm2 , 营造城市绿色

大背景。这些丰富的多样的自然资源为区域内观光农业的

实施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2  发展模式

通过对焦作地区丰富的多样自然资源状况和浓厚的历

史文化氛围进行分析, 可将焦作市的观光农业发展模式归纳

为以下几种:

2 .1 景区带动模式 该模式适合布置在自然风景点( 区) 周

围, 借助于原有的旅游业基础向外延拓展, 在风景点周围根

据资源优势开发多种参与性乡村旅游活动项目, 以配合“大

旅游”延长旅客滞留时间, 利用特有的环境和风光为游客提

供休闲场所 , 如以云台山、神农山等风景区为中心发展观光

农业, 建设风景林、观光果园, 发展特色农产品生产与加工

等, 以扩大旅游范围。此外, 景区周边农民还可以结合乡情

习俗依托景区开展家庭接待为主, 融入一些乡情活动的“住

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看农家景、享农家乐”的乡村

旅游。

2 .2  参与体验模式 该模式是在原来农、林、牧、副、渔产业

的基础上拓展旅游业, 可以分为4 种类型: ①农园采摘型。

利用开放成熟的果园、菜园、瓜园和花圃等 , 供游人入园观

景、赏花、摘果和劳作, 从中体验务农乐趣, 享受田园风光。

焦作的柿子人称“铁杆庄稼”, 到秋后成熟期间, 满山一片红

色向游人开放, 游人可自由采摘买卖。焦作柿饼颇具名气 ,

游人也可将所摘的柿子 , 用于参与学习柿饼制作, 以增添游

乐情趣。②观光渔业型。焦作市以煤炭业为其支柱产业, 市

内有很多的采矿塌陷区 , 可对塌陷区采用挖深填浅的方法 ,

建造鱼塘和水上游乐中心, 并提供渔具、游船等, 使游客体验

捕捞、垂钓等渔家之乐。③名优特产型。以当地的名优特产

为主打产品来吸引游客, 如博爱竹器、武陟油茶、四大怀药

等。博爱竹器有悠久的历史、制作工艺较高 , 早在封建王朝

时, 博爱的竹器有些已列为“贡品”, 供宫廷使用; 博爱的许

良、月山、磨头3 个乡30 多个村庄都盛产竹器。其中部分产

品驰名国内外, 被列为名优产品。早在1914 年美国旧金山举

办的“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就有14 种竹器参赛; 在第2 ～4 届

中国竹文化节上, 博爱竹器连续获得5 项金奖。现博爱竹制

品种类多达300 余种, 其中竹篮、竹帘、竹椅、竹扇、竹沙发等

行销全国17 个省市自治区, 部分产品已打入日本、韩国等国

际市场。博爱的竹林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赏竹林、购竹器

已成为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主要目的, 同时游客还可以欣

赏竹器制作方法和过程。④市民农园型。通过在市郊建设

市民农作园区, 使市民可以在郊区租赁一块自由地, 利用周

末或者节假日的空闲时间, 带领全家在农民的指导下自己动

手种菜、施肥、浇水、进行田间管理、收获, 平时则由农民代为

管理, 虽然不是原汁原味, 但市民们还是可以从中体会农耕

的乐趣 , 调节在城市中紧张、单调的生活。

2 .3  民俗节庆模式 利用农村特有的文化和风俗作为农业

观光休闲活动主要内容。如神农山, 位于沁阳市城区西北23

km 的太行山山麓。炎帝神农氏是炎黄子孙的始祖之一 , 他

辨五谷、尝百草、设坛祭天 , 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 开创

了医药学的先河, 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

此受到了历代子孙的崇敬。这是神农山独一无二的, 可以进

行炎黄子孙祭祖、祭天表演等一系列活动, 将神农当年的创

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无畏勇气以及他百折不挠、自

强不息的坚强品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对游客起到祭古怀

祖、寓教于乐的作用。同时, 神农山也是佛道共存共处的圣

地, 也可举行一些佛道祭祀活动, 来宣扬神农山独特的宗教

文化。另外最具特色的是神农山一年一度的三月庙会 , 迄今

为止已有1 700 余年历史, 是神农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

历经沧桑但长盛不衰。可以通过挖掘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

乡村文化将农业观光游与历史文化游完善结合。

2 .4 科普教育模式 我国是农业大国, 但是我国青少年, 特

别是城市青少年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缺乏了解。这对我国未

来的发展是不利的, 因此必须加强青少年, 甚至全民的重农

意识。可以开放一些农场、农园, 利用农园中所栽植的作物、

饲养的动物以及配备的设施水耕设施, 进行农业科技示范、

生态农业示范, 并让参观者参与其中, 向他们传输农业知识。

让参观者更加珍惜农业农村的自然生态资源、自然文化资

源, 激起热爱劳动, 热爱生活, 热爱大自然的兴趣, 也进一步

增加人们保护自然 , 保护文化遗产, 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如

焦作稷发生态农业示范观光园以高科技农业、数字农业展

示、林果采摘、花卉观赏等为主要内容的旅游观光、科技示

范、的综合性旅游景点, 可以作为青少年科普基地、节水灌溉

基地、节能环保示范基地。焦作市北部低山丘陵区是太行山

余脉, 具有多变的地形、开阔的林地、优美的林相和山岩、奇

5442136 卷28 期                马守臣等 焦作市观光农业开发模式及发展对策



石、溪流等多景观的大农业复合生态群落, 是人们回归自然、

休闲、度假、旅游、野营、科学考察的理想场所, 它除了为人们

提供一个观光、野营和度假的空间外, 其实也是一个环保教

育的“大课堂”, 通过它可以开展寓教于游的环保宣传教育。

旅游者通过低山丘陵区恶化的生态系统, 从而认识森林在保

护物种、涵养水源、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3  问题与建议

3 .1 存在的问题 焦作因煤而建, 因煤而兴, 是个典型的资

源型城市, 煤炭工业曾是焦作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 随

着煤炭资源的逐渐减少和枯竭, 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 加

快经济的战略性转移、实现城市转型已是大势所趋。目前焦

作市正向旅游城市转型, 旅游业已经成为焦作第三产业的龙

头。旅游业带动了餐饮、购物、娱乐等传统服务业和物流、社

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作为旅游业的外延, 观光农业

的发展前景是美好的, 但在现阶段, 焦作市观光农业的发展

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3 .1.1 思想认识不到位。思想认识的落后, 不仅有客观上

起步晚、规模小的因素, 也有主观上认识不够的原因。部分

旅游业主管部门和从业人员也因认识不到位, 对开发观光农

业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不明确、不充分, 重视程度不够 , 使得很

多好的资源没有被开发利用。因此, 如何正确引导加大开发

观光农业的积极主动性 , 使观光农业能够顺利快速的发展 ,

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3 .1.2 人工化倾向严重。现有观光农业的投资者大部分是

当地农民, 由于他们文化水平有限, 急功近利过分依赖非自

然农业技术手段, 大兴土木, 人工化痕迹明显 , 结果既破坏了

生态系统的平衡, 也使其失去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3 .1 .3 缺乏管理, 发展混乱。投资者乐意在量上投入, 而不

愿意在经营特色、服务质量上花钱, 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

验的要求不强烈, 部分投资者单兵独战, 缺乏团结协作。

3 .1 .4 特色不鲜明, 依附性过强。观光农业应具有独立性 ,

有鲜明的农业特色以区分于其他旅游景区, 充分体现其“农”

趣、“农”味、乡土气息。现有的观光农业项目还不能完全独

立于其他旅游景区, 未形成自己的优势吸引力 , 也未形成自

己完整的产品, 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没有独立的稳定的客源。

3 .2  对策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观光农业在焦作

的发展并不理想, 因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 .2.1 加强宣传 , 准确定位。休闲观光农业是一项新兴的

农业产业, 加强宣传, 有助于加快发展的步伐 , 对已建成的休

闲观光点, 有助于扩大影响和提高知名度。因此, 一方面应

积极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多元化的媒体平台, 充分展示观

光农业的形象; 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应帮助经营者加强观光

农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 重视观光农业的形象策划与包

装, 打造观光农业品牌, 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和品牌效应吸引

更多的消费者, 开创广阔的市场前景, 将观光农业的做大、做

精、做强, 推动观光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3 .2 .2 提高观光农业产品档次。农业旅游充分表现和突出

当地农村自然景观和农业产业特色, 不能停留在“春天看花 ,

秋天收果”的传统低层次产品上, 一定要提高农业旅游产品

的层次。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新, 人新我特”, 使游客每到

一处都有新的意境、新的感受、新的享受。参与性强是农业

旅游的一大特点, 不仅要提高农业旅游的可参与性, 让游客

下地干农活, 上树摘蔬果 , 下水捕鱼虾 ; 而且要提高农业旅游

的科技含量, 在保持“农味”特色的基础上, 加大科技在农业

旅游项目上的应用; 还要丰富农业旅游产品的内容, 尽可能

多地综合粮、果、蔬、畜、渔、草、花等农业资源要素, 以丰富的

产品组合吸引游客, 延长其停留时间, 提高其消费水平。

3 .2 .3  政府扶持, 加强管理。政府统筹规划指导, 给予政策

及资金扶持 , 为该地农业旅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

由政府颁布一定的法令和规定, 以管理和鼓励农业旅游; 完

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同时从规范行业竞争、促进产业良性

发展的角度 , 加强对观光农业服务质量的控制 , 严格服务规

程, 努力构建完善的服务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必要的卫生安

全保障制度, 督促经营者配备必要的安全卫生设施。重视所

在村庄或周边的环境卫生, 配备必要的环卫设施。在观光农

业相对发达的地方, 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组织要加强指导和服

务工作, 通过组建协会或服务中心、乡村休闲旅游公司等形

式, 引导当地经营户按照“自愿、联合、规范”的原则联合起

来, 对内加强统一服务和行业自律, 对外树立品牌形象, 统一

参与市场竞争, 以避免出现恶性竞争、自相残杀。

3 .2.4 保护生态环境。观光农业旅游的目的主要是体味农

村悠闲、宁静, 体验农村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追求与自然亲

近, 观赏农村的自然美景, 享受农活的乐趣, 品味“乡土”气

息。但观光农业区有一定的生态环境客容量与当地居民心

理承受客容量。过量的游客会干扰居民正常工作与生活, 磨

灭当地农民热情淳朴、好客之风, 甚至使其对旅游者产生对

抗乃至敌视态度。观光农业区既要满足游人观光、品尝、购

物、参与农作、休闲等多项活动的需求 , 同时避免超过生态客

容量带来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 应慎重开发观光农业

旅游项目时 , 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以实现区域观光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

3.2 .5  保护民风民俗及特色民居。政府大力宣传、帮助、支

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居住环境的同时要避免过度城镇

化, 保护特色民居 , 保持淳朴民风民俗。保护当地特色民居 ,

可保持民居的外观, 改造内部功能, 使之更适于现代生活需

要。建设新建筑, 应保持与当地建筑格调一致 , 保持“天人合

一”的传统思想, 避免求新求大, 追求洋味。政府政策应有利

于部分农民安于农业, 吸引有志于农业的人才 , 保持农村所

特有的淳朴、自然的民风。“越是自然的才越是人类的, 越是

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对农村文化、民风民俗的保存, 不能

简单的重现一些历史场景, 一年举办几次节日庆典, 或是举

行几场民俗风情歌舞的“作秀”式表演, 民风民俗文化只有在

真实生活的土壤里才能生长延续。因此, 在不影响生活质量

并能改善的农村生活方式的前提下, 大力提倡保留当地农民

的务农传统, 为保护民风民俗提供真实的“土壤”。

3 .2.6 改善农业旅游环境与接待质量。要注重培训, 休闲

观光农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是农民, 文化素质较低, 与城市居

民所要求的服务质量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 必须通过办班

培训和外出参观学习的方法, 摒弃不良农村生活习惯, 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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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路, 频频推出故里观光、假日亲子团旅游、家庭自然体

养、牧场生活体验等体闲活动。目前, 日本休闲农业发展已

涵盖观光性牧场、渔村、果园、花园、农园、森林自然保护区等

领域。新加坡自建国以来, 政府就人力倡导花园城市运动。

20 世纪80 年代起, 政府又创立十大农业科技园。经过近30

年的创建, 通过加强城市建筑物垂直绿化、美化, 发展绿地网

络, 建设50 多个公园, 使现代化大城市巧妙地融合于大自然

风光中。在欧美国家 , 休闲农业发展也具特色、规模。例如 :

美国华盛顿开辟10 多处大型郊游区, 供游钓、野营、骑马等

郊游活动。法国巴黎城郊建有许多观光果园, 专供游客观

光、尝鲜、品酒休闲。英国伦敦城郊沿绿环带建有一大批公

园和野餐地, 供市民游憩。台湾省的休闲农业始创于20 世

纪70 年代后期, 通过开放农园供游客观光、品尝并自销农产

品。目前台湾休闲农业进一步围绕经济、生态、游憩、保健、

教育、社交等多功能进行综合开发 , 推出了一系列经营项

目[ 9] 。借鉴国外休闲农业发展的经验, 我国应抓住农业转型

的契机, 在郊区适当区域、适当地段适时科学合理的发展休

闲农业 , 并不断延伸休闲农业产业链条。

3 .6  加强人才培养 ,提高产业竞争力  在确保休闲农业发

展生产基础设施的同时 , 多层次、多元化地培养下一代年轻

农业骨干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借鉴日本农业发展和日本专

家的建议, 应拓宽视野, 采取综合措施, 多管齐下寻找出路 :

一是设定确保休闲农业继承者的专业基金会, 多方筹集资

金, 以培养骨干、提高务农者劳动素质, 推广普及农业科技、

吸收非农人员从事农业等; 二是针对休闲农业劳动的实际情

况, 发挥女性的作用, 充分发挥女性能力和开展或活动创造

必要条件; 三是通过推进研修教育、低利资金的融通、优惠提

供土地和信息的网络化等, 使本来是农家出身但在农业以外

行业就业的优秀人员重返农业, 同时吸引非农家出身的人

加入从事农业的行列; 四是由各级政府和农协举办形式多样

的农业科普知识、技术讲座等, 在社会上形成热爱农业、关心

农业、理解农业、支持农业的良好风气; 五是重点投资, 注重

培养一批既懂农业技术 , 又会经营管理, 更善于搞好销售流

通的复合型人才, 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3 .7 加强制度和组织建设, 完善管理体制, 保护农民利

益 在依靠自身的经济规律, 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上, 可以组

建休闲农业协会, 通过制订协会章程, 以行业自律行为, 相互

监督, 规范内部经营机制, 同时开展业务培训, 相互交流经

验, 进行农庄间的互助协作, 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扩大

产业规模, 不断吸纳农民就业及增加农民收入的进程中, 不

断发展壮大, 保护农民利益, 真正做到致富一方。

3 .8 注重营销策划, 加强市场推广 根据调查, 参加休闲旅

游的群体主要是学生和上班族, 所占比例分别达到调查样本

的37 .3 % 和45 .9 % 。农业休闲旅游的营销, 应把目标客户主

要锁定在这两个群体上。此外 , 调查还发现 , 约46 .4 % 的游

客是通过朋友介绍来了解休闲农园的, 而通过媒体广告了

解的仅占28 .3 % , 这说明休闲农业园区的营销者 , 应该高度

注意园区自身的口碑。在交通方式方面, 约有50 % 的游客喜

欢旅游专线方式和定点接送, 其次是自驾车, 比例有20 % , 只

有18 % 的游客愿意通过公共交通工具自行前往, 这说明如果

要进一步扩大休闲农业市场, 开设经过景点的旅游专线车辆

接送服务非常重要。在市场调查谈到“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农

业休闲游”的理由时, 大多数( 57 .69 %) 接受访问者认为农业

休闲旅游景点没有吸引力, 这进一步说明了当前的休闲农园

在营销策划方面的不足, 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将营销策

划放在园区建设之前 , 并贯穿于整个农业园区的建设和改造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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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边幅、礼貌不周、衣冠不整等, 不断提高经营管理者水平

和从业人员的素质 , 提高休闲观光农业的服务质量和规范

化运作水平。农业旅游项目大多位于农村或城郊 , 基础设

施建设往往滞后, 因而应加大道路、旅馆、餐厅、通讯、厕所

等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传统农村脏、乱、差的局面。必须确

保在食、住、行方面适应游人对卫生、安全的要求, 并在该基

础上突出购、娱、游等要素的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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