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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渔”“水”文化发展生态休闲农业

田易加/江苏省扬中市委办公室

近年来，江苏省扬中市生态休闲农业发展迅速，党委政府积极推进，民间工商资本踊跃参与。扬中市生态休闲农业以江鲜

养殖、休闲垂钓为主，优质林果采摘为辅，全市共有百家乡村旅游农家乐，规模休闲农业基地 26 个，其中投资额 1000 万元以

上的 10 个，具有代表性的有江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环太渔乐园、长江渔文化生态园、江馨怡观光休闲基地、众和生态园、

新坝梓阳湿地公园、扬中园博园等。目前正在开发中的中国雷公岛国际商贸旅游度假区，将建成“生态雷公岛、零碳新景区、

休闲慢生活、河豚第一洲”，为生态休闲产业增添新的亮点。

一、主要成效

提供了统筹发展新载体。生态休闲农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新载体，有益于美化农村环境、提

高农民素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繁荣，成为扬中城乡一体化和整岛城市化的重要切入点。

开辟了资本下乡新路子。江苏大全集团投资 10亿元，在雷公岛建设生态休闲农业基地；江苏亨正集团投资 3亿元，建设集

生态餐饮、休闲观光、果蔬采摘等功能于一体的长江渔文化生态园，2014 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称号；镇

江江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7 亿元，建设河豚工厂化养殖基地，还获批“采矿权证”，打出扬中第一口地热井，推动了

扬中生态休闲农业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拓宽了农民增收新渠道。生态休闲农业将农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延伸，扩大了农业的经营范围与服务领域，为农村剩

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据统计，扬中市 26 个规模生态休闲基地提供就业岗位近 2000 个。发展生态休闲农业不仅使当

地农民通过土地出租、入股、在园区务工等方式获得直接收益，而且通过农产品产地直销，减少中间环节，降低销售成本，在

“一升一降”中获得更高收益。

搭建了宣传品牌新平台。从 2004年开始，以“保护长江生态资源，弘扬江鲜美食文化”为主题，每年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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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江鲜美食文化节”，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宾客，获得“扬中江鲜甲天下”的盛誉，进一步放大了“中国江鲜之乡”的品牌效

应，提升了扬中江鲜产业经济发展水平。

二、存在问题

思想认识存在偏差。个别地方在资源开发、规划建设、市场运作、服务管理等方面粗放发展。城市的资金、信息向农村流

放，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的过程中，商业气息使农村原有的“农韵”逐渐消失，农家乐办得像城市酒店，农家菜成

了点缀。

缺少科学合理规划。有些休闲观光项目为业主自行设计，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风格大同小异，未能体现本地资源特点和

文化特色。少数生态休闲基地没有长远发展计划，建设随意性大，乡村旅游农庄拆了再建的现象也偶有发生。

项目开发层次偏低。目前扬中生态休闲农业基地项目整体开发层次偏低，产品较单一，有的仅停留在钓鱼和吃饭上，缺乏

更有观赏性、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导致游客引不进、留不住、难再来。生态休闲观光园区之间横向联系不够，难以串珠成链，

发挥整体优势。

传统文化挖掘不够。有些休闲观光农业项目在经营方法、主打产品、环境管理等方面忽视了对乡土文化和乡风民俗的深入

挖掘。有些地方经营主体行为不够规范，个别社会资本进入生态休闲农业领域后，过分注重经济利益，损害了农村自然风光和

韵味。

三、发展对策

注重规划引领，推动有序发展。休闲观光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联运作用，应按照规划要求，坚持滚动前进，提升休

闲观光农业产品的格调和品味，加快休闲观光农业场所的生产、观光、娱乐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使消费者“乘兴而来、放心休

闲、满意而归”。

突出地域特色，打造地方品牌。因地制宜，培育地域特色和个性之美，在水乡、田园、农居上做文章，从产业发展、景观

改造等方面入手，实现“一村一品一特色”。着力打造“中国•扬中河豚美食节”和“扬子江国际河豚旅游岛”等特色生态休闲

农业品牌，不断提升扬中生态休闲农业在省内外的知名度。

注重乡土文化，挖掘人文内涵。扬中有得天独厚的大江风貌和江鲜水产，要把生态富民贯穿到休闲观光农业中，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大对扬中本地历史特色民俗文化的整理挖掘，弘扬“渔”“水”传统文化，注入鲜明的人文内涵。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体系建设。建设休闲农业公共服务平台，形成集信息服务、管理咨询、营销推介、物流交易、虚拟展

示为一体的现代信息支撑体系，将生态休闲农业经营管理和从业人员培训纳入新时期职业农民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

为生态休闲农业发展增强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