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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对长株潭地区发展都市农业的条件、优势、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的基本认识和国内外都市休闲农业发展的基本做法
与经验的系统分析, 从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的产业定位、市场定位、产品定位和空间定位4 个方面 , 明确长株潭地区都市休闲农业建设
和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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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市休闲农业在长株潭城市一体化中的地位

都市休闲农业是利用乡村的设施与空间, 农业生产的场

地、产品、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人文资源及经营活动, 经过规

划设计, 以发挥农业与农村休闲旅游功能, 增进人们对农村

与农业的体验, 提升旅游品质, 同时也能提高农民收益、促进

农村发展的一种新型农业产业形式。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

的出现及兴盛既是由于长株潭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

精神层次需求的增强, 也是长株潭城市化进程发展到某个阶

段后的必然产物。都市休闲农业的开发地 , 具有乡村的本

质, 是城市郊区的延伸, 其市场受众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能

离开城市群的影响区域[ 1] 。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作为长株

潭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 , 一方面, 随着长株潭经济增长和城

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城乡土地利用变化极为频繁, 人地矛

盾加剧, 农业经济在城市经济中的份额迅速下降, 迫切需要

积极探索长株潭地区现代农业新的发展模式, 以提高农业的

综合竞争力; 另一方面, 城市环境问题日趋突出, 长株潭城市

居民的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 迫切需要重新认识和拓展农业

的多样化功能。都市休闲农业已不是纯粹的农业开发 , 也不

是传统的旅游项目开发 , 它的发展必须包含并兼顾农业、环

境、生态、环保、教育、经济、社会、旅游、医疗、文化的意蕴, 必

须在原有的城郊农业副食品生产基地功能的基础上进行提

升和拓展, 更加强调农业的休闲功能和生态功能, 以便在为

城市居民提供鲜美的农副产品、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质和

优美的自然风光的同时 , 成为长株潭城市圈的绿洲和绿肺。

只有这样, 长株潭地区的城市一体化进程和长株潭都市休闲

农业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2  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现状

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是伴随着长株潭经济的发展 , 都市

人的需求而顺势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长期以来, 在该地形

成了特有的农作及生活习俗和社会风尚。长株潭都市休闲

农业最初发展于长沙市, 逐步渗透到株洲、湘潭。经过多年

的发展, 以长沙为中心, 株洲、湘潭为两极的长株潭都市休闲

农业已有一定的规模, 形成了以钓鱼休闲和吃农家菜、住农

家房、观农家景、干农家活为主体 , 烧烤、棋牌、疗养等多种农

业休闲形式相结合的产业化格局[ 2] 。规模也从最初的几十

家发展到上千家。据统计, 至2007 年底, 长株潭经济地区已

有一定规模的休闲农庄1 366 家 , 经营收入50 万元以上的有

189 家 , 其中经营收入200 万元以上3 星级休闲农庄有3 个 ,

经营收入300 万元以上4 星级的农庄13 个, 经营收入500 万

元以上5 星级的农庄19 个。“十一”黄金周期间 , 长沙市休闲

农庄接待总人数达到30 万左右, 营业收入超过2 000 万元 ,

五星级休闲农庄日平均营业收入超过4 万元。类型也更加

多样,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场所如: 以长沙花卉大世界为代表

的特色农业型, 以隆平高科技园为代表的观光农业技术型 ,

以锦绣江南园林山庄为代表的农业主题庄园型, 以百果园为

代表的综合型体验观光农业园, 以海天山庄为代表的度假型

观光农业园。

但是总体来说, 长株潭地区都市休闲农业现在还处于发

展的初步阶段, 面临着较多的问题。首先 , 产业集中度低, 产

业链条残缺。长株潭地区都市休闲农业发展大多数是农户

独立经营的模式, 资金投入有限 , 内容比较单一, 尚未形成规

模化经营, 没有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 因此都市

休闲农业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动还没有充分显现。

其次, 产品特色不明显, 项目建设趋同。大多数都市休闲农

业项目不注重特色乡土文化及民间节庆的挖掘与开发 , 仅凭

着一股热情 , 一哄而上, 盲目发展;80 % 的都市休闲农业企业

没有规划论证, 基本上都停留在果园采摘, 垂钓及观光旅游

上, 其他类型不多。再次 , 基础设施落后, 经营管理欠规范。

目前, 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现有基础设施、配套设施薄弱, 大

多数都市休闲农业企业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村民, 由于没

有系统的培训, 文化素质不高, 服务意识不强 , 不能将先进的

企业管理经验运用于实际工作中, 从而制约产业的发展。最

后, 开发缺乏政府主导, 布局不够合理, 缺乏整体规划, 功能

分区不明确, 对农村的生态保护不予重视。

3  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定位

在长株潭地区大力发展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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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市休闲农业, 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满足都市

人回归自然、休闲度假、缓解压力, 保护生态环境、解决人地

矛盾以及实现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矛盾等的重

要途径。基于对长株潭地区发展都市农业的条件、优势、存

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的基本认识和国内外都市休闲农

业发展的基本做法与经验的系统分析, 从长株潭都市休闲农

业的产业定位、市场定位、产品定位和空间定位4 个方面, 明

确长株潭地区都市休闲农业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3 .1  市场定位 都市休闲农业旅游活动源于城乡差异而引

起的城市居民“返璞归真”的消费需求, 其基本的属性是: 以

充分开发具有观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和农业产品为前

提, 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游客参与农业活动等

融为一体, 供游客领略在其他风景名胜地欣赏不到的大自然

浓厚意趣和现代化农业艺术的一种农业旅游活动。具有近

客源地、进出快速、游期短等特点。长株潭城市化的进一步

提速, 城市高楼林立、街道狭窄、绿地减少、环境污染、人口拥

挤、生活节奏紧张繁忙、生活空间日益缩小, 致使城市居民迫

切渴望到与城市景观及文化异质性强和反差性大的郊外农

村寻求新的生活感受, 或欣赏田园风光、享受乡村情趣, 或回

归大自然、陶冶情操、修养健身。这样, 地处都市边缘区和远

郊的观光与都市休闲农业正迎合了市民周末及节假日休闲

度假和观光旅游的要求[ 3] 。据吴必虎等研究, 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后, 巨大的市民周末游憩市场在近距离出行规律的作

用下, 频繁地指向城市周边地区的郊县( 区) 。由此看出, 都

市休闲农业的主要客源市场是临近城市或本市的居民。

3 .2 产业定位  为促进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和都市休闲农业功能的发展, 都市休闲农业资源的开

发布局主要考虑3 个条件, 即农业资源条件、区位和交通条

件、客源条件。都市休闲农业对农业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

强。长株潭地处湘江下游, 北靠洞庭湖平原及幕阜山地, 东

依罗霄山脉, 南邻衡阳盆地, 西接湘中丘陵和雪帐山余脉, 地

势比较平坦, 区域地质条件稳定 ; 土地类型以红壤为主, 是世

界温带常绿阔叶林红壤地带中心区, 土地适应性广, 自然生

产潜力大, 所产农副产品质地优良, 品味独特 , 具有其他自然

条件下农副产品所不具备的特殊养料。这种自然条件使长

株潭地区形成不同特色的农业生态资源类型及景观区域组

合, 从而呈现出农业资源的丰富多样性, 并为都市休闲农业

观光旅游提供了优越的资源条件。区位和交通条件决定了

休闲观光者的进入性和滞留性。都市休闲农业观光项目一

定要建立在交通方便的位置或市郊。邻近公路和紧依市郊 ,

可以使游客免受旅途之苦。客源条件以长株潭地区为主, 即

本市人游本市, 本省人游本省, 近几年的实践证明也确实如

此。根据长株潭的农业资源、环境、区位和农业生产特点, 可

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和高科技产业确定为近郊经济圈的主

导产业; 将特色蔬菜、林果和苗木产业确定为中郊经济圈的

主导产业; 将畜牧业、优质专用小麦、无公害玉米、绿色稻米、

绿色小杂粮等产业确定为远郊经济圈的主导产业。

3 .3 产品定位  从游客动机来说, 都市居民主要利用双休

日、节假日 , 把城市郊区作为为放松心情、亲近自然的首选区

域。因此 , 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产品开发应确立“回归自然”

与“娱乐休闲”相结合的开发理念。另外, 由于长株潭城市群

之间城市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差异 , 不同城市的市民其日常消

费特点和倾向是不同的。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的主要客源

市场是临近城市的居民或本市居民 , 因此, 要开发观光与都

市休闲农业旅游资源 , 就必须对长株潭及其他临近城市居民

的生活状况、出游动机、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等方面进行充

分的调查研究, 经过客观准确的分析, 有针对性地开发出适

合市民需要的都市休闲农业旅游产品, 这是长株潭都市休闲

农业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能否成功的前提条件。

从资源本身来说, 都市休闲农业包含农、林、牧、副、渔及

其经营内容, 有粗犷、有精细, 涉及自然环境、历史地理、文学

艺术和多种知识。长株潭都市休闲农业要在有依托的情况

下逐步发展, 避免“一窝蜂”, 强调“特色化”, 注意所在地域的

文化, 同时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

3 .4 空间定位  为了顺应长株潭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需

要, 顺应长株潭郊区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推进的需要 , 根据长

株潭和延伸地带不同区域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和发展前景, 在新出台的长株潭城市总体规划对农业布局的

指导框架下, 长株潭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总体空间布局可重

点突出一“心”、一“线”和一“弧”。

3 .4.1 一“心”重点发展山区生态都市休闲农业。一“心”为

长株潭3 市结合部, 面积约1 500 km2 , 包括长沙的暮云和跳

马、株洲的白马和荷花、湘潭的易家湾和昭山。2005 年批准

实施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中,3 市结合部被定位为绿

心区域。从地貌结构看, 长株潭3 市交界地区有山地、水面 ,

非耕地多, 荒地、荒山、丘岗多; 景观上, 具有依山傍水的特

点, 山地生态农业经济的特色显著。以昭山风景名胜区为核

心, 将周边凤形山、虎形山、东风水库、红旗水库等山水资源

进行保护性开发, 建设森林公园、生态观光农业、生态休闲度

假等生态项目, 打造形成长株潭3 市结合部“绿心”。

3 .4.2 一“线”重点发展观光都市休闲农业。一“线“指长株

潭西侧一线。长株潭西侧为低山区, 具有生态型山水城区特

色, 有着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的独特优势。一是基础条件具

备。区内有319 国道、长常高速公路、桐梓坡路等城市主干

道, 长沙市路网规划的三环六桥, 把河西与河东城区连为一

体, 特别是随着潇湘路、银杉路、桐梓坡西路、金星大道等重

点工程及乡村公路的建设, 使得河西的道路网络更趋完善 ,

发展城郊观光休闲旅游的交通条件完全具备。二是自然环

境优美。位于河西的岳麓区是全国首批生态示范试点区, 区

内丘、冈、平原地貌均有, 山、水、洲城相间, 气候温和, 植被丰

富,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近6 m2 ,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50 % , 岳麓

山、天马山、谷山等风景区 , 林木茂密、空气清新 , 可以说是天

然的空调器和“大氧吧”。乡村自然风光也极具特色, 联络的

花卉盆景、金星的果园、桃花岭的生态农业等 , 无一不以其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游人。三是文化底蕴深厚。岳麓山是湖湘

文化的策源地, 这里古城遗址、名人故里、古代墓葬、庙宇古

迹、书院会馆、革命故地、伟人踪迹、历史建筑星罗棋布, 集名

山、名水、名洲、名院、名亭于一体, 具有极高的旅游观光资源

的开发潜力[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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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观光于一体的1 日游产品 ; ②成都→北川城市地震遗址国

家公园→唐家山堰塞湖→安县龙隐镇( 午餐) →绵竹汉旺镇

现代工业城镇遗址纪念园→成都( 武侯祠、文殊访、宽窄巷

子、春熙路任选其一) 。这是集见证地震灾难、科普教育、休

闲观光于一体的1 日游产品。

( 2) 2 日游地震旅游产品。①成都→都江堰→映秀→汶

川→茂县( 午餐 : 茂县市区) →北川→绵阳( 晚上宿绵阳) →绵

竹汉旺→什邡穿心店→彭州银厂沟→成都。这是汶川大地

震遗迹观光及纪念之旅; ②成都→小渔洞大桥( 参观断桥遗

迹、了解解放军救灾事迹) →银厂沟地震遗迹公园( 午餐: 彭

州市市区) →都江堰景区二王庙修复现场( 晚上宿都江堰市

市区, 游览夜啤酒广场) →虹口乡高原村大桥地震损毁现场

→紫坪铺大坝( 了解解放军陆海空大营救事迹) →映秀汶川

大地震震中纪念地→成都。这是汶川大地震遗迹观光及纪

念之旅。

2 .3 .3 地震旅游产品的互补与协调。在龙门山成都段及整

个龙门山断裂带范围内 , 地震旅游资源比比皆是, 且不乏世

界级的珍贵资源。在地震旅游产品开发时, 应遵循典型性和

差异性原则, 线路设计应体现互补性与协调性。分别按照不

同主题向旅游市场推出地震旅游产品。既有1 日游产品, 又

有2 日游产品; 既有以见证地震灾难、观光为主的旅游产品 ,

又有以科普教育为主的旅游产品。在项目建设上, 大型的综

合性国家地震博物馆只建1 个, 其他博物馆或纪念园应按不

同主题建设, 以体现其差异性和互补性。应将综合性的国家

地震博物馆建成能使全世界人民了解“5 .12”四川汶川大地

震的窗口 , 努力使其成为成都市吸引旅游者的旅游精品。主

题性的地震博物馆或纪念园其选址和规模的确定既要遵循

典型性原则, 又要考虑其所处在龙门山断裂带的区域。

2 .3 .4 建立博物馆或纪念园需考虑的问题。根据国家汶川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公开征求意见稿) , 因龙门山山

脉西部与东部的地质地貌差别明显,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

较大, 主题地震博物馆或纪念园选址和规模总体上必须考虑

的问题为: ①地貌气候复杂。平原、丘陵、高原、高山均有分

布, 部分地区相对高差悬殊, 气候垂直变化明显, 属典型高山

峡谷地形 ; ②自然灾害频发。高山高原地区地震断裂带纵横

交错, 发生地震灾害的频率较高; 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隐患点分布多、范围广、威胁大; ③生态环境脆弱。山多

地少, 高山地区耕地零碎、土层瘠薄、地表渗透性差、水土流

失严重; ④生态功能重要。高山高原地区的动植物资源丰

富, 生态系统类型多样, 属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我国珍

稀濒危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⑤资源比较富集。世界文化

自然遗产和自然保护区较集中, 旅游资源丰富 , 水能、有色金

属和非金属矿等资源蕴藏较多; ⑥经济基础薄弱。平原地区

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 高山高原地区经济规模较小, 产业结

构单一 , 贫困人口集中; ⑦少数民族聚居。有我国唯一的羌

族聚居区, 是主要的藏族聚居区之一, 多元文化并存 , 历史人

文资源独特。总之, 建立博物馆或纪念园应以不占用过多耕

地和居民生活用地、不恶化生态环境为前提, 以有利于保护

地震旅游资源和当地历史人文旅游资源、有利于改善产业结

构为目标。

4  结语

随着余震的平息 , 重游四川, 了解大地震之后的成都市

和龙门山脉景区现状 , 将驱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游者把四

川省作为旅游目的地。把握旅游市场的需求动向 , 开发地震

旅游产品无疑是四川省旅游业恢复重建的最佳切入点。地

震之后, 国家发改委把羌文化体验旅游区、龙门山休闲旅游

区、大熊猫国际旅游区作为重点开发区 , 将藏族、羌族文化旅

游走廊、地震遗址旅游线、大熊猫栖息地旅游线作为优先开

发的精品旅游线, 这一决策无疑会加速龙门山前山带和中山

带旅游业的发展。努力改善四川省旅游产品结构 , 促进成都

市城市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最终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旅

游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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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3 一“弧”重点发展现代农庄型都市休闲农业。现代农

庄型休闲农业是指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为主体, 以环境友好

型和资源节约型农业建设为目标, 以土地流转为手段, 通过

资源有效组合和集约经营, 实现集农业产业化经营、专业化

生产、市场化运作于—体的生态、教育、观光、体验、休闲的现

代农业产业, 其本质上是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生产, 广义上仍

属于现代农业的范畴。一“弧”主要指长株潭城市圈周围东

北一线, 具体包括长沙市开福区一部分和长沙县的春华、路

口、果园、高桥、金井、双江、白沙、开慧、路口、青山铺10 个乡

镇。这一线区域地势平坦, 农用地集中连片, 土层深厚, 土壤

肥沃; 同时, 距离市区较远 ,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较为缓慢 , 水

土气环境均良好, 受城市环境保护的限制少。目前此区域已

规划好的大型农业产业园有: 长沙县农业产业园、长沙开福

区农业产业园、隆平高科技园、黄兴镇农业产业园和长沙滨

江东岸农业产业园。

参考文献

[1] 肖翠金, 伍青生.基于都市圈模式的休闲农业选址与定位研究[J] .安
徽农业科学,2007 ,35(4) :89 - 90 .

[2] 彭栋梁,张群,李琼琼,等. 长株潭休闲农业发展研究[J] . 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7(1) : 88 - 91 .

[3] 贾铁飞,何雨,魏少琴. 都市旅游中观光与休闲农业的布局与开发———
以上海及“长三角”地区为例[J] .乡村旅游研究,2007,1(1) :89- 102 .

[4] 彭秋纯.依托城区山水优势发展城郊休闲旅游[J] . 湖南经济,2001
(12) :58 - 59 .

9506136 卷36 期                傅广海 四川地震资源与开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