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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 

——以湖北武汉为例 

于千苪1 耿相魁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舟山 316000） 

【摘 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之一。支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各地

政府的共同举措。但目前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笔者以湖北武汉为例，阐释了武汉

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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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热源于上世纪 80年代末期，与其他旅游形式不同，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更加讲究返璞归真的自然感受。

通过将农业与旅游业进行完美融合，从而形成了全新的旅游形态。休闲农业就是通过广大的农村地区来提供设备、场地、产品、

风光、人文等纯天然的环境，并且通过设计师们鬼斧神工的改造规划之后形成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景点。通过休闲农业建

设，能够进一步发挥出农村闲余资源，增加城市居民体验农村生活的机会，进而改善农村居民的收益。乡村旅游则是城市居民

在乡村以及附近地区进行短期的停留、学习、体验的活动方式。可以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具有推进乡村生态化、集群化、

一体化、高效化、科学化的发展特征，是乡村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发展规划的新方法。这一方法在满足城市居民亲近自然的需求

时，也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为新农村建设开辟了全新的发展经营方式，不仅能够带动农村旅

游市场的繁荣，而且促进了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教育、保健、文化、环保等其他相关行业的长足发展，对缩小城乡之间差

距、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 

1 武汉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迅猛，面貌迅速改观，经济模式转型升级加快，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在农村 GDP 占比和农民收入占比中越来越高。尤其是武汉市，利用城市资源转移和发展辐射，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已经形成规模。但纵观武汉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仍受如下因素的困扰。 

1.1人们对休闲旅游的认识仍不到位 

由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都是新兴事物，发展过程中盲目性较大，而且缺乏整体方面的把控与规划。这一现象也造成了武

汉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旅游内容雷同，休闲景区设置重复，资源利用缺乏统筹，安排设施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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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湖北武汉仅国家森林公园就有 5 个以上，而且有马鞍山森林公园等休闲农业场所。这些国家森林游场和休闲农业场所为

了旅游，大多都推出了品种繁多的旅游项目，囊括生态、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等诸多功能，但由于他们对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认识不到位，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以至于很多具有休闲农业美名的游场和景点，实

际上脱离了乡村旅游的规定，结果游客不买账，造成经营惨淡、入不敷出。公园内部的休闲设施、乡村文化等比较单一，缺乏

具有民俗特色的项目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利润都是靠收取门票的简单模式，缺乏长远规划和深层次开发，使得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缺乏可持续性。 

1.2有关方面对休闲旅游宣传力度不够 

尽管目前互联网络、信息网络比较发达，但对于广大农民朋友来说，这些依然是比较新鲜的事物，他们利用互联网思维进

行宣传的意识仍然不足。同时，由于社会诚信的原因，加之网络信息良莠不齐，许多游客对于网络上的信息也不敢完全相信，

即使发现了宣传的内容，也没有人敢贸然前往，这样也就造成旅游目的地和游客沟通和交流的阻碍。另外，武汉大部分农村地

区交通条件还不完善，尽管直线距离比较近，但是在路上依然要进行换乘，这样不仅浪费了宝贵的休闲时间，而且也进一步影

响到居民出门体验的热情。 

1.3休闲旅游的内容和形式显得较为单一 

由于大多数乡村旅游都是以短期旅游为主，致使休闲农业从业人员收入较低，农民尝不到甜头，久而久之对于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就变的越来越淡，最后甚至不了了之。目前武汉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主要还是以农业观光、植物园采摘、

河畔垂钓等为主，都是一些依托农业园区的最基础的旅游观光活动，其他涉及到风土人情、文化礼品等方面具有高附加值的项

目还没有，乡村旅游产品产业更是无从谈起。旅游“六要素”-“行、吃、住、游、娱、购”早已是旅游（业界）的共识，人们

用“六要素”来认识旅游活动、阐释旅游现象、理解旅游产业甚至于揭示旅游本质。但目前武汉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模式使

得城市游客缺少了“住、娱、购”等环节，造成城市游客无处消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给人留下的印记太少，重复游可能性

低。简而言之，这样初级的消费活动并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而且可以说很多地方也能够提供同样的活动，所以武汉市的乡村

旅游在激烈的旅游行业中并不具备优势条件。而且很多城市游客由于工作、学习条件等限制，只能够进行“一日游”活动，很

难进行更多的休闲体验消费。这样也就造成游客来去匆匆，反而影响到休闲娱乐体验。 

1.4一些农村旅游场所经营管理不完善 

大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者的最主要目的是赢得便多的经济利益。只要能够在短期内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就可以，对

于游客体验和活动质量，他们并不关心。而现实是，游客体验和活动质量又直接影响着经营效益，游客体验和活动质量差的地

方由于游客人少，收入肯定就低，而经营者缺少资金投入，使得游客体验和活动质量更差，游客把不满意或者与想象之间的差

距口口相传，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就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既无法培养固定游客，也无法开拓新的游客群体。同时，很多

的休闲农业或乡村旅游园区打着“休闲农业”的旗号来进行虚假宣传，吸引不明真相的游客，但游客来到之后，多安排在现代

化的休闲娱乐场所，而且有的休闲农业园区过于商业化，与“休闲农业”的本质特色有较大差距，无法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感受。 

1.5多数农村旅游食宿点卫生条件较差 

一直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脏、乱、差现象都比较严重，这也给休闲农业或乡村旅游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地地

道道的农村人，客观地来讲，不是十分注意卫生条件的，他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城市来的游客都难以忍受，甚至许多城市来的

游客对农村居民不讲究卫生的情况较为反感。比如简陋的露天厕所、苍蝇乱飞的猪圈、蛆虫乱爬的露天粪坑，等等，这些尽管

也是农村特有的现象，但是确实不利于周边环境和卫生条件。另外，有些农家大院主人自身不讲究卫生，从而为游客提供粗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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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净的食物和住宿，影响了大部分城市游客旅游体验的兴致。 

2 湖北武汉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途径 

乡村旅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各地地方特点和乡村特色农业开发策略，来形成一大批各具特色、

魅力十足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场所，不仅能够丰富旅游产业内涵，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而且还能够提升城乡一体化水平及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针对武汉休闲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必须制定合理举措，促进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健康科学、可持续发展。 

2.1加强休闲农业的宣传工作 

首先要提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宣传力度，提高宣传内容的覆盖面。目前，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宣传仍然较弱，加强

该项工作，关键是提高信息的覆盖面，让城市人都能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所了解，以便付诸旅游实践。其次加强休闲旅游

网站建设与管理工作，保证游客获得信息的可靠度。进一步在网站提供关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点的详细信息，提供与之相

关的交通路线、交通方式、注意事项等各种方面信息，帮助游客切实了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方便游客将旅游冲动变为旅游

实际行动。再次要积极拓宽宣传渠道，强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品牌推广。充分利用现在的宣传媒介，联合新媒体、广告公

司等对旅游景点、目的地进行包装与宣传，充分发挥休闲农业的品牌效应，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旅游。 

2.2深入挖掘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内涵 

从根本上来说，目前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同质同源，差异太小，加之资金、认识

等问题，涉及文化内涵不多。要进一步强化休闲农业的特色，增强其吸引力，必须要深入了解乡村文化，从而开发出一系列与

休闲和乡村匹配的服务内容和旅游项目。针对武汉市乡村文化的特点，可以开展农家乐一条龙活动，如开发吃农家饭、住农家

院、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等一系列体验游，也可以通过租借方式将山区水田、草场等租给城市游客，便于他们长时间体验乡村

文化生活。 

2.3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规划旅游场所 

针对于武汉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相关机构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协调发展，从而根据武汉市

的实际情况进行统筹规划，既能够保证休闲农业做大做强，又能够保证乡村旅游长远发展。比如武汉生态农业园、武汉国际风

情园、新洲百万亩蔬菜园等大型休闲旅游项目，可以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休闲农业管理体系来规划，要体现农村特色的风土人

情、民俗文化，尽量避免同质竞争，通过差异化发展，各自体现自身特色，以特色服务项目和特色旅游内涵，吸引更多的游客

多次前来做贡献。 

2.4努力改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卫生条件 

游客离开家到外边旅游，最重要的是开心，最关心的是健康，最担忧的是卫生，最高兴的是购物。对于游客而言，保证旅

游地区的安全卫生，是旅游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因此，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园区内部的环境必须进行规范化的整体改造，无论

是从外观还是从内涵，无论是形象还是卫生，从内容到实质，都必须从游客出发，做好易位思考，在为游客提供原汁原味的乡

村休闲游的同时，切实做到让游客游得开心，购得满意，游后深感不虚此行，意犹未尽。 

2.5加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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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质量，加强其规范化管理，必须对其实行股份制改造，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司管理方式来进行

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要针对武汉市特有的市场来进行投资，比如在休闲旺季适当的实行限流，从而避免出现景区接待能力不

足的问题。另外，要注意摒弃城市化、商业化的娱乐活动，保留原汁原味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体验，才不至于和城市的娱乐

场所雷同，让人有千人一面、千景一面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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