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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生态旅游农业布局的原则 ,分析了聊城市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具备的优势 , 并且针对该市生态旅游农业资源开发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 提出应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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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les of agricultural distributionin ecoturism were introduced . The advantages of developing ecoturismagriculture i n Liaocheng city
were analyzed . Ai m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 n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ecoturismi nthis city , the coresponding mesures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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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旅游农业又称生态休闲农业, 由生态旅游和生态农

业2 个部分组成, 以自然保护区、园林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

园为主要载体, 以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 以

生态旅游为功能特色, 并且具有富有生机的生态系统、自然

环境和一定人文景观的自然农业或园林农业[ 1 - 2] , 可分为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等类型。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外出休闲旅游成为缓解工作压

力和消除疲劳的重要方式之一。生态旅游正日渐成为人们

追求的时尚。为此 , 笔者提出了生态旅游农业布局的原则 ,

并以聊城市为例, 分析其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所具备的优势 ,

进而对该市生态旅游农业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应

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探讨。

1  生态旅游农业布局的原则

1 .1  因地制宜 , 个性突出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当

地的农业资源、生产条件等特点 , 充分考虑区位和交通条件 ,

因时、因地制宜 , 突出区域特色。

1 .2 尽可能与旅游业结合 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

点, 增加观光农业项目, 通过相互带动作用, 发展农业与旅游

业二合一的新型产业。

1 .3 充分考虑客源市场 应将观光农业园区安排在大城市

郊区或经济发达的地区。这是因为该地区人们对观光农业

的要求强烈, 经济条件较好, 交通较便利, 客源市场潜力大。

1 .4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应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

基础设施建设, 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

度假村, 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旅游产品, 以满足观光、

游览、购物、休闲、度假等需要。

1 .5  与农村建设规划结合  要做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

划, 合理开发, 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 ,

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

2  聊城市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所具备的优势

2 .1 便捷的区位交通条件  聊城市地处北纬 35°47′～

37°02′, 东经1l5°16′～116°32′, 位于山东省西部、京杭大运河

畔, 与冀、豫两省交界, 区位优越 , 交通便捷。京九铁路纵贯

南北, 邯济铁路、济聊馆高速公路横穿东西, 已成为山东省的

第二大交通枢纽。聊城市既是鲁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又

处于京九、济邯铁路和济聊馆高速公路这个黄金十字架的交

汇点, 是山东西部、中原一带和京九沿线人流、物流、信息流

的一大集散中心, 不仅起着辐射带动鲁西经济发展的龙头作

用, 而且是山东省与山西、河南、河北等内陆省份进行交流的

主要场所, 是南下北上、东出西进的重要通道。

2 .2  优越的自然条件 聊城市属暖温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

明, 光照充足, 雨量适中, 土质良好, 自然条件优越。年平均

气温12 .82～13 .40 ℃ , 年平均降雨量567 .7 ～637 .3 mm, 无霜

期平均193～201 d , 壤质土占78 % , 耕层pH 值7 .1 ～8 .5 , 酸碱

适中, 利于各种农作物生长 , 为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开发奠

定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2 .3 得天独厚的人文条件 生态旅游农业对自然条件具有

强烈依赖性, 而社会经济条件、国家政策及措施、城市的发展

及分布、历史文化等人文条件对生态旅游农业的影响也十分

明显。在国家提倡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并举的前提下 , 聊城

市不仅注重经济建设的高水平, 而且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聊

城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

传》、《金瓶梅》、《聊斋志异》、《老残游记》中许多故事都以聊

城为背景。该市历史上名人辈出。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

膑、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国画大师李苦禅、著名学者傅斯年

和季羡林、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等都是杰出代表。

此外, 聊城市的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如东昌府的雕刻葫芦、茌

平的剪纸、冠县郎庄的面塑、高唐木版年画等。这些均为聊

城市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2 .4 丰富的生态旅游农业资源 聊城市生态旅游农业资源

比较丰富。东昌府区的姜堤乐园和凤凰苑, 冠县的马颊河度

假村和万亩梨园, 莘县的马西林场、野猪林, 东阿的鱼山等都

具有较好的资源条件和开发潜力。

3  聊城市生态旅游农业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 .1 生态旅游农业开发程度不够  聊城市黄河故道区内的

莘县马西林场、冠县西沙河林场、马颊河林场、临清松林镇和

高唐清平镇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浓郁的自然风情等 , 但目

前这些景区项目开发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

3 .2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聊城市生态旅游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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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有待完善。住宿、餐饮、娱乐等服务与管理相对滞后 ;

旅游景点单一, 各景区之间交通不畅, 难以形成旅游线路[ 3] 。

3 .3 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 生态旅游中产生的污染物

一旦超过景区的自净能力, 就会对景区内水体、土壤、大气等

环境因子造成严重的影响[ 4] 。目前, 由于存在游客综合素质

偏低、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 游客产生的大量垃圾和生

活废水对景区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特别是对水

体和大气的污染。

3 .4  生态旅游农业资源开发内容单一  在景区内, 应以一

种农业资源为主题, 兼顾旅游者其他方面娱乐的需要, 开发

其他的旅游项目或景点。比如, 冠县万亩梨园, 因种植历史

悠久且全县成片梨园达2 万hm2 而得名; 兰沃乡韩路村有一

“梨树王”, 树型之高大, 树龄之古, 产量之丰厚 , 均为全国第

一; 百年“红子”树, 叶似梨, 花似桃, 果似山楂, 十分罕见; 另

有“八仙聚”、“卧龙树”亦成景观, 每逢清明佳节 , 该县都要举

办“梨花节”大型观光活动。开发者根据园区内优越的景观

资源建设了仅供观光的单一旅游项目, 而没有考虑到建设集

观光、劳作、购物于一体的农业旅游项目[ 5] 。

4  聊城市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应采取的措施

4 .1 加大对生态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

既能促进当地旅游经济, 又能带来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因

此, 政府应加大对生态旅游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 东

昌府区的姜堤乐园是山东省十强旅游景区之一。园内建有

全国最大的樱花园, 并成功举办了国际樱花节。国际樱花节

的举办可作为将姜堤乐园打入山东省各地甚至全国旅游市

场的一种契机。对此, 东昌府区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以改善

园区周围交通条件, 如拓宽进出园区的道路, 建设停车场等 ;

还可通过媒体或其他方式, 加大对该类生态旅游农业园的宣

传工作 , 扩大生态旅游客源市场。

4 .2  将产、学、研紧密结合, 促进多层次、多元化发展 东昌

府区的凤凰农业科技园内除建有农业观光景区和大型游乐

项目之外 , 还建有科技示范区、生物工程中心 , 并于2001 和

2002 年分别被列为山东省级农业特色科技园和山东省级重

点农业科技示范园。与此同时, 还应考虑通过园区自身的示

范作用, 带动周边地区的农民进入产业圈, 并积极地与院校

所合作 , 联合开发出技术含量较高的旅游项目。

4 .3 坚持“三态”效益的统一  在生态旅游农业建设过程

中, 人们往往过多注重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而忽略景区生

态和社会效益。为此, 农业生态园区建设还应在环境保护和

社会需求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如, 在园区内应禁止机动车

辆进入, 旅游设施建设应尽可能使用天然可降解材料( 木屋、

树屋、木板小径等) , 能源应尽量采用太阳能、水能和地热能

等绿色能源[ 4] ; 同时 , 园区景点建设应集知识性、趣味性和娱

乐性于一体, 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4 .4  把握主题与多样性的统一 主题越突出, 越能在旅游

者心目中产生强烈的印象, 越能吸引游客。同时, 以主题为

中心进行多样性开发比单一开发更吸引游客[ 5] 。东阿县单

庄乡依托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植墓, 对鱼山进行综合开

发, 建设鱼山旅游农业观光园, 并在此基础上注重对本地民

俗和文化的挖掘和打造, 满足了现代游客多方面的需求。

4 .5  制定发展目标 , 科学规划 聊城市发展生态旅游农业

应有一个长远发展目标, 并且进行规划和实施。据此, 该市

可本着打造“济南西花园”、“京津度假村”的目标, 精心策划 ,

加大投入, 发挥优势 , 注重特色 , 发展以济南( 泉城) —泰安

( 山城) —聊城( 水城) 为主的山东新的旅游圈, 形成旅游产业

中以生态旅游农业为主的旅游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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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江西庐山地区不同季节蜻科蜻蜓多样性指标

Table3  Diversityindex of Libellulidae dragonfly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Lushan area ,Jiangxi Province

采集季节

Sampling season

优势度

Dominance( D)

多样性

Diversity( H′)

均匀度

Evenness ( J)
春季Spring 0 .221 0 1 .997 8 0 .833 1

夏季Summer 0 .363 0 1 .755 8 0 .633 3

秋季Autumn 0 .205 1 2 .192 8 0 .810 0

总计Total 0 .222 9 2 .273 1 0 .715 2

多样性( H′) 大小顺序依次为秋季 > 春季> 夏季, 均匀度

( J) 大小顺序依次为春季> 秋季> 夏季。夏季优势度明显

高于春季和秋季, 说明庐山地区在夏季气候较平稳, 适应该

气候的优势种群竞争力较强, 数量占有绝对优势, 如褐肩灰

蜻和六斑曲缘蜻等。秋季多样性高于春季和夏季 , 但优势

并不明显 , 说明庐山地区的环境较好, 受外界干扰少, 物种

各季均较为丰富。春秋两季均匀度较接近 , 但明显高于夏

季, 说明庐山地区春、秋季气候多变, 蜻科蜻蜓优势种的优

势不明显 , 各种群均有生存的空间; 而夏季由于气候等因素

的影响, 优势种竞争力较强 , 优势明显, 均匀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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