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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观光农业园发展模式构建与实证研究 

张万荣        张建国 

（1. 浙江林学院园林学院 ， 浙江 临安 311300； 

2. 浙江林学院旅游与健康学院 ，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观光农业生产、生活与生态三位一体，休闲旅游服务与农业生产有机结合的农业发展新形态，浙江省

的观光农业园区已经发展成为该省观光农业和农家乐乡村休闲旅游的有效载体和主战场。 根据资源、产品和客源

市场的差异，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对浙江省的观光农业园（区）发展的 6 种主要模式，进行了模式构建、景观资

源特色评价和实证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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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农业是结合生产、 生活与生态三位一体的农业，在经营上表现为产供销及休闲旅游服务等产业于一体的农业发展形式； 

是区域农业与休闲旅游业有机融合并互生互化的一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业态
①
。观光农业最主要的形式是观光农业园（区），

在不同类型的观光农业园区中，采用各种途径实现农业生产与旅游服务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
②
。 

浙江农业发展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而且经济相对发达，工商资本雄厚，民间投资活跃，发展观光农

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浙江省人民政府及其浙江省农办、浙江省农业厅等有关职能部门对观光农业的发展相当重视，出台了

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③
。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成功的发展模式，在景观营建方面对我国的观光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④
。 

1 浙江观光农业园发展历程与产业现状 

浙江观光农业旅游的萌芽， 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对绍兴上旺大队的参观访问 ，但浙江真正的休闲观光农业开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①⑤

。 近年来，随着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商业主投资农业势头日益旺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观光活动内容不断丰富，经营模式不断得到创新，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观光农业园区已经成为浙江省观光农业和农家乐乡

村休闲旅游的有效载体和主战场。 

1995 年时全省只有 22 个观光农业园区 ，1999 年时发展到 54 个 ，2000—2002 年期间新建 143 个 。2003—2005 年是

浙江省观光农业园区发展的高潮 ，每年平均新建个数达 70个以上
①
。 

根据浙江省农业厅和浙江林学院旅游与健康学院在对全省 70个县 (市、区) 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到 2005 年全省有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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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园区 422 个 ，规划总面积 8.20 万 hm2，规划总投资为 92.0 亿元
①
。到 2006 年年底，全省观光农业园区(点)有 1 049

个，从业人员达 4.15 万人，年总产值 43.04 亿元，旅游观光收入 20.2 亿元
⑥
。 

到 2007 年年底，全省建成各类观光农业园区（点）1 138 个 ，发展观光农业基地面积 6.67 万 hm2，从业人员 5.18 万

人，实现产值 63.9 亿元。 

到 2008 年年底，全省的观光农业园区（点）已经达到 1 463 家，从业人员 60.5 万人，总面积达 9.80 万 hm2；年接待

游客 2 680余万人次，年总产值达 66.31 亿元。 

2009 年上半年，依托观光农业园区举办的杨梅节、枇杷节、西瓜节等农业文化节庆已经达到 120 场，吸引游客 284.53万

人次，带动销售收入 11.7 亿元。 

2 浙江观光农业园的发展模式与构建途径 

2．1 高科技农业园区模式 

2．1．1 模式内涵  

所谓高科技农业园区观光农业模式，是以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区为载体，以开展农业高科技生产、科普教育、体验学习等农

业科技示范、生态农业示范活动，展示特色农业生产景观与经营模式，传授系统的农业知识，使游客受到教益。 同时开办农产

品特色超市，集中展示园区的各类农副产品，向游客提供品尝和购买的场所；有的还提供住宿、餐饮和会务等多项服务
①③

。 

高科技农业园区主要以设施农业建设为主体；资金和技术的密集投入；集约化生产经营；企业化管理；具有示范、带动、

科普、观光、精品生产、加工等多种功能；能产生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其中设施农业和企业化运作是最本质的。 旅

游不是高科技农业园区的主营业务， 但旅游开发对树立园区良好企业形象和扩大社会对企业的认知度，有很大的帮助，因此，

往往会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旅游功能的开发。为了提高园区的吸引力，经营业主往往利用园区面积较大等特点，增加野外拓展

等具有现代元素的旅游产品。 

在该开发模式中，园区一般位于城市近郊，目标市场主要是中小学生、技校、高职和大学生。 同其他开发模式相比，由于

其主导功能是农业生产，而且农业生产的规模很大， 同时地处城市近郊， 因此其环境质量欠佳，不适宜开展长时段的休闲度

假活动。 

2．1．2 景观资源特征  

传统观光农业给人是自然纯朴的田园风光， 而现代高科技观光农业带给人们的则是不可思议的神奇世界和无可抗拒的巨大

诱感力和吸引力，因而则更具发展前景。高科技观光农业富于创意与变化，一年四季均可推出新的旅游吸引物
①③⑦

。 

园区的科普教育部分一般由农业科技示范、 生态农业示范、科普示范组成，全面向人们展示“三高”农业的旅游魅力。 在

园区品种选择上树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思路，突出名、优、稀、特。 技术上突出现代化、集约化，如特色植物、无土

栽培、试管育苗、优质果菜等最新农业生产技术。 

以高科技农业园区为中心，以高科技含量的现代农事活动为游憩内容，让城市居民学习了解现代农业，是此类农业园区的

主要特征。此类农业园区是人工建造起来的， 以展示先进的农业科技和先进的农业生产设施、生产技术、生产过程为主。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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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与众不同的、新鲜奇特的产品或现代技术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之一。农业园景观以人工建设为主，一般采用规则式布局， 自

然和乡村气息不浓是此类农业园区与其他农业旅游地的最大差别。 

2．1．3 实证案例——浙江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区  

由杭州传化集团控股投资的浙江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坐落于钱塘江南岸，占地面积 333.33 hm2，总投资 5 亿元， 于 

2000 年开始筹建，2002 年 4 月 28 日项日建成开园， 是浙江省第一家省级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
③⑤⑧

。日前己拥有用于工厂化

育苗、中高档盆花栽培、无公害瓜果蔬菜生产的智能化和全自控等各类温室 12 hm2，有配备先进仪器设备、 年产 3 000 万株

克隆苗的组培车间和实验室，并建立了省级技术研发中心。 

传化大地农业休闲观光景区依托园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而建设， 是一座以农业风情为背景，以神奇高科技

农业为内涵，以休闲旅游为特色的大型生态农业观光园。园区开辟了反映工厂化、设施化农业全流程的众多参观点和游览线路，

包括无土栽培、植物克隆、种苗嫁接、自动播种等，既超乎人们传统想象的，又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很强的启迪性

和直观性。 园区不仅强调科技展示，更强调活动策划，开辟了展览、竞赛、讲座、动手、演示、娱乐及拓展训练等灵活多样、

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集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参与性和体验性。 

园区通过深入挖掘科研和生产各个环节， 将有别于传统农业的新事物串联起来呈现给人们，形成了集科研、生产、科普、

休闲、会务于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围绕园区当初总体规划的设计要求，一直秉承生态永续发展的宗旨，挖掘现代农业科技潜

力，打造经典农业观光旅游点。如今的传化大地，满目是鸟语花香、四季都蔬果飘香，蓝天、碧水、芳草、鲜花，传统的农业

文明和神奇的高科技农业，构成了一幅绚丽的现代田园风光，呈现了科技创新活动与休闲游憩活动的完美融合，满足了城乡居

民休闲观光旅游的新需求。 

2．2 农业生态园模式 

2．2．1 模式内涵  

所谓农业生态园模式， 是按照免费（免门票 ）公园的经营思路 ，以区域农 、林 、牧 、副 、渔土地综合利用的生态模

式为基础，把农业生产、农产品消费和休闲旅游相结合， 把当地自然生态和农业景观作为基础的综合性观光游览园区，以生态、

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的观光农业开发模式
①③⑤⑧

。 

2．2．2 景观资源特征  

由于城市近郊乡村风貌已经基本消失或存在即将消失的危险， 产生了适合发展集农业生产、农产品采购、农业科普教育和

休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农业生态园
①③⑦

。 

农业生态园是一种在自然环境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园林形式，园内有原始自然的植被，完美的自然山水骨架，形象的

地形地貌，多种野生动物资源，是自然风光与田园风光的完美结合。 一般都会设置农业生产区、景观观赏区、娱乐活动区、综

合服务区等。 

农业生态园景观具有自然性、农业性、高品位性和靠近大城市等特点。 景观的自然性是生态农业园区别于城市公园的重要

特征。不同于综合农园的是，它主要以自然风光取胜，人工建设只是锦上添花。农业生态园与自然风景区不同之处在于， 除要

求优美的自然景观外， 还要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它的吸引人之处不在于“奇”，而在于自然风光与田园风光之美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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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实证案例——杭州生态园 

杭州生态园在 2001 年由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投资兴建，位于萧山区所前镇，与 03 省道东复线、杭州城南环线及杭金衢高速

公路均相距 1 km 左右，距萧山、杭州、上海主城区分别为 10 km、20 km 和 180 km。生态园规划面积约 4.89 km2，计划总投

资 8 亿元。首期投资约 4.5 亿元，2003 年秋季部分开园迎客；整个园区的建设预计在 2010 年完工
①③⑤⑧

。 

杭州生态园园区总体布局以生态休闲旅游为主，同时兼顾景观房产的开发。设有入口广场区、花溪景观带、四季花果带、

中心接待区、水上游乐区、青少年生态教育基地、萧山植物园和景观房产区等八大功能区块。 

杭州生态园既以生态为名，必以自然为实，从园内的建筑风格布局到植物的管理养护， 处处体现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开发

理念。 整个园区依据丘陵山区地形进行公园式的规划设计， 特别使道路设计合行道树选择以及各功能区的布局充分考虑游客

观赏需求和丘陵山地的水土保持。 杨梅文化园充分利用杜家杨梅的知名度，通过种植、补植、改造等方式，形成一块有一定面

积的杨梅风景林，颇具特色。忘渴园中的梅是生态园的特色树种，梅花又是我国的名花，在原有青梅基础上间植梅花观花品种，

形成梅花群，提高了整个区域梅花的品味与档次。茶园也是一大特色景观，它保留了一块视野较为开阔、基本能体现江南茶园

风光的茶树区，可供游人观赏、采摘、炒制、品茗等休闲参与活动之用，已经成为生态园特色旅游项目之一。在生态园内以桃、

梨优良品种为主，间植梅、杏、李、枣、枇杷、板栗、樱桃等果树和花桃、海棠、茶花等观花品种，还镶嵌一些藤本花木，如

紫藤、凌霄、木香等，达到观果、观花都相宜的区块。 在布置上力求生产与观赏相互兼顾、相得益彰，景观上力求丰富多彩、

四季富有变化。在以毛竹为主的竹林中，游客赏其竹杆，感其秀气；而色彩鲜艳的石榴林中，杨梅叶的深绿色衬托着石榴花的

红颜，创造出“红榴染夜”的景色效果。 

杭州生态园的开发建设无论科技含量、景观设计、人文环境、建筑艺术、审美需求等，都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境界。 在建设

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延伸农业产业，形成了一定的农业特色产品， 突出了生态园以自然生态为本的旅游理念，将农业与旅游紧

密结合，形成农中生旅，以旅促农的格局。 杭州生态园集生态旅游、休闲度假、青少年生态教育、会展会议、江南风情文化旅

游、观光农业和生态别墅开发于一体， 构筑了一个自然、生态、人居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旅游休闲度假园区。 

2．3 农业主题公园模式 

2．3．1 模式内涵  

农业主题公园模式 ， 是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利用农业生产资源，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

合于一体，以农业产品、技术、历史、文化和生产过程等为行销主题开发，供游客进行农业观光、 农产品采摘和品尝购买的开

发方式
①③

。除部分农业观光和生产项目外，建设了大量的人造景点和非农固定设施，旅游载体更多，内容更丰富，旅游经营的

成分较高。 

农业主题公园仍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主， 对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过程进行改造， 使之更适合于游客的观赏和参与，主要

通过在开花、收获季节吸引游客来观光、采摘、品尝、垂钓、野餐等发展起来。 

这些项目一般座落在城区近郊，交通方便处。如南京浦口区珠江镇五里村的艺莲苑，可把荷花的观赏、养殖、咨询花卉知

识及购买园艺材料等结合在一起，兼具观赏、休闲、教育、购物等多种功能，对市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浙江的“蜂之语”蜜蜂生态园、浙东渔业示范基地、鸬鸟蜜梨观光农业园、千岛湖有机鱼休闲观光园区、金华兰溪兰花村

等即为农业主题公园观光采摘模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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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景观资源特征  

农业主题公园是从主题公园延伸而来的
①③

。农业主题公园作为农业旅游的模式之一，它所展示的是农业景观之美，于生态

农业园区相比，一般不需要具有很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以人造景观为特色，把农林牧副渔中的特色农业，以一

个个主题园的形式，展示出来，供游客参观。因此，它是一部鲜活的农业教科书。 

功能内容一般包括果园、菜园、花卉园、茶园、农场、牧场、林场、垂钓场等，是在原有的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

功能较为单一。比较常见的农业主题公园通常是一园一个主题。 

农业主题公园景观展示以农、林、牧、渔产业为主体，寓旅游景点于其中，让游客在观光中了解农业和农业生产，体验农

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品尝农村的特色风味食品，领略农村田园风光之美。 

农业主题公园一般投资较少， 在观光农业开发当中属中小尺度，通常以农业生产为主，旅游为辅，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

加改造，接待游客。 

2．3．3 实证案例——“蜂之语”蜜蜂王国生态园  

杭州桐庐“蜂之语蜜蜂王国生态园”地处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浙江桐庐经济开发区 320 国道旁，毗邻瑶琳仙境、千岛湖

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交通十分便利。生态园是由浙江蜂之语蜂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1 100 万元建造的一个以参观、游览、休

闲、餐饮、购物为主的，展示蜂文化为主题的农业、科技相结合的科技园
③⑤⑧

。 

生态园占地 70 000 多 m2，建有 3 000 m2 综合大楼；3 500 m2 蜂业博物馆；7 000 m2GMP 标准厂房；1 500 m2 的 30℃

以下的冷库；还有蜂产品的研发中心，实验蜂场等，现已形成集生产、科研、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蜂产品加工基地。 

蜂之语蜜蜂王国是以揭示蜜蜂王国的神奇奥秘、展示蜂文化特色的生态科技园，自 2003 年 5 月建成投入使用，并向社会

开放以来，通过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完善蜜蜂王国生态园的各种软硬件设施，结合生态园的科研、生产，使蜂之语蜜蜂王国具

有丰富的科普性、知识性、趣味性，经成为游客汲取知识、增长见识、获取乐趣的独具特色与吸引力的旅游休闲之地。 

园区共分蜜蜂花卉生态园、生产线、蜂文化博物馆、餐厅和大型购物商场五部分。以体现蜂文化为主题特色，向农业科技

生态种植方面积极拓展，在生态园以无土栽培方式种植草莓、西瓜、甜瓜、小番茄等农作物，并在奇瓜异果廊里种植各种奇瓜

异果， 使前来参观的游客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蜜蜂王国生态园将蜂文化博物馆、蜂农之家、生态养蜂场及各种蜜源植物会聚于生态园中，使游客自由的在生态园里参观

游览，看看碧绿生青的蔬菜，闻闻芳香四溢的鲜花，采摘鲜嫩的瓜果、草莓，在尽情享受大地之美的同时，又能了解蜜蜂的历

史、文化，增长蜂文化知识和诸多农业知识。 

2．4 农业综合旅游度假区模式 

2．4．1 模式内涵  

农业综合旅游度假区即以大农业或农业中某个产业为内容建设的， 融参与体验、 休闲度假、观赏娱乐、教育等多种功能

为一体的大型农业旅游区
①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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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合旅游度假区所展示的是农业景观之美，以人造景观为特色， 把农林牧副渔中的特色农业综合起来，供游客参观，

其主题一般选择农业高技术生产、农村自然环境与生态认知、农村民风民俗等，使游客在自然而然的旅游过程中受到多方面的

教益。 

这种模式视旅游活动、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利用田园景观、农业经营活动、现代农业景观与技术手段，为人们休闲旅游、

体验农业、科学考察提供场所，发展观光农业旅游。 园区最初规划的目的就是要发展农业旅游，因而观光农业的发展环境比较

充分，旅游所占的比重较大，农业是作为旅游开发的基础和背景景观而发展的。 

园区规模大，投资大，功能多样，目标层次高，对设计的文化性与艺术性要求高，一般选择在近郊区或中郊平原区。这种

模式投资大、影响广，但成本大、门票价高、投资回收期长、经济效益显示时间长。一般这种模式适合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集

团投资。 

在浙江比较典型的有湖州安吉中南百草原、绍兴新昌七盘仙谷观光林业园。 

2．4．2 景观资源特征  

这种类型的旅游度假区在规划设计时除了高标准的住宿、 餐饮和康体设施外，还特别注重其专业化方向的设计，刻意塑造

一种浓郁的乡村气氛。 娱乐设施也多以乡村背景为主题，如开放式的水上活动设施和以家庭游憩为主要对象的家庭主题公园等。 

整个设计力求给人以悠闲、朴实、安逸、恬静的感觉
①~③

。 

该类型旅游度假区主要以当地文化展示、休闲、观光为主题，兼顾农业生产经营。 它不以农业为主，而是旅游、 休闲、 度

假等多功能综合为一体的观光农业园区；以人工生态系统为主体，以人造景观为特色，规模大，功能全，综合性强；主要以丰

富的活动项目，大型的休闲度假来吸引游客进入。 园区一般不需要具有较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只需要有良好的

农业基础即可，人工建设较多；主要以人工的设计手段再现自然的环境，促进自然景观向休闲景观、娱乐景观的转化，对设计

的文化性和艺术性要求较高。 

该类型旅游度假区与科普型观光农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以设施园艺农业为主，而是旅游、休闲、度假等多功能综合为

一体的农业园区；与农业生态园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一般不需要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只需有一定的农业基

础即可，人工建设较多；与采摘型观光农园的区别在于它的目标层次定位高，投资大，功能全，综合性强。 

2．4．3 实证案例 ——湖州安吉中南百草园  

中南百草园占地 533.3 hm2， 距湖州安吉县城 3.7 km， 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集观光农业与休闲产业为一体的大型景区，

年接待游客达 55 万人次。 经十几年培育，园内林深花奇、鹿奔雁翔，有八景十八园、七大功能区，景色极其秀美，植被覆盖

率达 95％，是天然的绿色大氧吧，是安吉生态的缩影。 被誉为“七彩花海、四季果园、休闲天堂”
③⑧

。 

园区以自然农业风光为主线，通过人工雕凿，因地设景，设置了休闲度假区、生态植物观光区、野生动物保护繁殖区、 高

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户外体育运动区、黄浦江源头湿地漂流区、原始淡竹海区、生态科技研发中心等 7 大功能区，布局了

“虎啸飞泉”、“彩虹夕照”、“松林晚樵”等 8 景，开辟了“樱花园”、“紫竹园”、“药材园”等 18个农业生态园。 

区内休闲项目十分丰富。除了赛车、游泳、跑马、农耕、垂钓、篝火、漂流等 20余个休闲项目供游客自娱自乐外，还可以

提供现代拓展运动、大型文体活动的场所和设备。园区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各项服务设施一应俱全。环境秀丽的宾馆可供 600 人

住宿，宽敞的餐厅可供几千人就餐；还有农家乐餐馆可以品尝山珍野味。游览区随处摆放着可供人休憩的石桌竹椅， 走累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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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搭乘游览车。 园中还设有 8 处购物场所供应竹乡土特产和旅游纪念品。 

与农业产业的联姻，与文体赛事的结合，使中南百草园走出了一条互动发展的休闲产业新途径； 以农业为基础，以旅游为

手段，通过现代的营销和经营手段是中南百草园不断壮大。经过几年精心打造，中南百草园已成为长三角最大的、独具一格生

态休闲度假区，先后获得 “国家 4A 级景区”、“中国县域旅游品牌百强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

普教育基地”、“浙江省首批生态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骨干农业龙头企业”、“上海市青少年生态环境教育实验基地”、“浙江

大学生态教育基地”、“浙江工业大学生态环境教育实践基地”等多项荣誉。 是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EMBA 总裁班培训基地，为

联合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活动空间。 

2．5 农家乐模式 

2．5．1 模式内涵  

农家乐是以农民家庭为基本接待单位，结合新农村建设，选择依托自然山水为特征的旅游景点所在地的村或自然风景优美、

气候舒适宜人、生态优势明显的村落，以原有乡村村落、民居建筑和乡村文化为载体，充分利用自然生态与环境资源、农业产

品资源、农村活动及农民生活资源，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内容，以旅游经营为目的的观光

农业发展模式[1-3，10]。 

农民经营户主要凭借其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态环境或独树一帜的特色农产品，以绿色、安全、新鲜见长，通过提供自产的蔬

菜、家禽和水产品等，开展景观观赏、田间劳作、野味品尝、疗养健身等休闲活动，使游客能深入其中的生活空间，品尝原汁

原味的农家菜肴，体验醇厚的农家风情和民俗文化，使游客消除疲劳、调节身心。 

农家乐的类型比较多，如“竹乡农家乐”、“湖乡农家乐”、“花乡农家乐”、“渔乡农家乐”、“樵乡农家乐”等， 最主要是农

家乐旅游产品要与其拥有的资源和面对的市场相结合，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2．5．2 景观资源特征  

农家乐旅游相对于其他模式对资源的要求不是很高， 但也要突出地方的民俗和异地文化特色
①~④⑩

。 要有独特的田园风光和

农家情趣。 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要好， 最好能结合山区避暑或依托大型水库等水体资源。 农家乐旅游的开发与本地区内旅游

发展的基础关系不是很密切， 社会经济条件对其决定性更大。但景区边缘型例外，要求所依托的景区有较大且较为稳定的客流

量。 

在浙江，农家乐的开发多以村为单位进行开发。城市郊区或郊县， 或风景名胜区边缘的农村结合自己的种植、养殖，如葡

萄、果木、花卉、鱼塘等，同时对庭院加以修饰改造，利用垸坝、小溪、水池营造出小桥流水、花鸟虫鱼的田园美景。 游客至

此，赏田园风光，闻泥土芳香，品农家风味，观民风民俗，其乐无比。景区边缘型的有位于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外围的杭州临安

太湖源白沙农家乐示范村， 城市边缘型的如衢州市柯城区七里黄土岭农家乐特色村， 综合型的如杭州西湖区梅家坞茶文化村。 

2．5．3 实证案——七里农家乐  

七里乡农家乐旅游区位于衢州市柯城区西北部七里乡境内， 北纬 29°05′~29°11′，东经 118°45′54″~118°49′。 

随着衢州经济快速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优美、小气候效应明显、乡村风格淳朴等特色使七里农家乐旅游得到的飞

速的发展。 是衢州市为数不多的二星级“浙江省乡村旅游示范点”，2006 年被评为“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
①③⑧~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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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农家乐旅游区已经成为衢州城市居民农业观光、双休日休闲和避暑度假的重要活动场所。农家乐经营户已经从最初的 2 

户， 有计划、 有组织地发展到了 58 户。 

七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农家乐”旅游资源。 交通便利，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民风纯朴，村庄农居生活环境优美，景点众

多，资源丰富，观赏林、竹工艺、高山菜、清水鱼、苦丁茶、果品干、红壳笋等旅游产品都小有名气。村落民风纯补，居住环

境优美，生态环境良好，是一个休闲、避暑、旅游的理想场所。 

七里农家生态休闲旅游经过 2005 年的发展，已逐步成形，并走向完善与提升的快车道。 2006 年，七里农家围绕“登山

健身游、竹林观光游，山泉休闲游、蔬菜采摘游、文化享受游” 推出了蔬菜采摘、农家工艺“豆腐制作”和“打年糕”等一系

列农事活动，斗鸡、小猪赛跑等一系列农家娱乐项目， 以及表现柯城乡土风情的文艺表演“农家乐大舞台”。 

特色农家菜有七里三煲 “土鸡煲”、“笋干煲”、“腊肉煲”以及农家野菜、农家粗粮（番薯、玉米）。土特农产品有七里葵

花子、笋干、粽箬、红辣椒干和七里高山番薯干等。 

2．6 现代新农村模式 

2．6．1 模式内涵  

我国各省区都有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它们以“新”为特点，在住宅、街巷、道路和生态环境、产业设施、服务设施以及

各种配套设施方面，都发生了全新的改变，成为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典范
①③

。这些农民新村示范点，统一配置乐基础设

施，进行乐信息化、新能源燃气具、供热、饮水、环境卫生及其他各类现代化生活起居用具配套，同时全面完善医疗、养老和

失业保障机制，完善了社区综合社会化服务，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化和真正现代化水准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 既体现了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成果，也使之成为各地参观、考察、学习的一个个著名旅游点。 

大多数农民新村并不是一开始就发展旅游业的，而是在其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等成名之后，由于他们超出普通村庄的富裕程

度、 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村庄的建设等因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使得众多媒体进行相关报道，从而吸引人们前来考察，随着考察

人数的逐渐增多，知名度的扩大，至此开始设立相应的设施如接待处、餐饮及宾馆等正式发展旅游业。 

2．6．2 景观资源特征  

这种模式， 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在充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

农艺展示、农产品加上以及旅游者的广泛参与， 使旅游者充分领略现代新型农业技术和生态农业的大自然情趣
①③

。 

2．6．3 实证案例——奉化滕头生态旅游区  

奉化滕头生态旅游区， 位于浙东沿海开放城市奉化城北 6 km，距宁波市区 27 km，宁波机场 15 km，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溪口 12 km，景区总面积 2 km2。 近年来，滕头村充分挖掘联合国“全球生态”500 佳、首批全国文明村和国家级农业综合开

发示范区等资源优势， 积极拓展农业观光、生态旅游及学生社会活动
③⑤⑧

。 

滕头村以全新的景观营造理念，创造面向未来的新旅游模式，先后被命名为“国家首批 AAAA 级旅游区”、“全国生态示范

区”、“全国环境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我能行体验基地”、“世界十佳和谐乡村”等荣誉称号。2000 年 10 月，

国家旅游局孙钢副局长考察旅游区后，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旅游区是目前国内最好、最具活力的生态旅游区，并欣然挥毫泼

墨：“树表花红楼宇美，田方路直碧水流。早肯小康已宽裕，又拓旅游拨头筹。”2004 年获得浙江省首批“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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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滕头村在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坚持发展农业观光与高效农业结构相结合， 坚持发展农业观光与村庄建设相结合，坚持发

展旅游业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以别具匠心的村落规划和景观营造， 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巧妙结合，参与性活动与体验性节目的

互动，让您感觉自然，追求健康，纵情在青山绿水，奇花异果之间，是我国农业旅游和乡村旅游的经典之作。 

几年来，旅游区从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出发，积极实施科教兴农，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使旅游区初步形成了创汇、高效、

精品、生态、观光为特色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格局， 同时结构调整为观光旅游提供了基础条件增加了农业的观赏性和可看性，促

进了旅游业的发展，而旅游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 加快了农业结构的调整。 

滕头生态旅游区各项配套服务设施日趋完善，配有帐篷野营、山地烧烤、农家客栈、酒店服务等，是学生社会实践、休闲

度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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