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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休闲农业效应 打造邗江田园都市

杜 垒/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农业委员会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近年来充分发挥“沿江、沿湖、沿河”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

休闲观光点，形成了“田园都市、畅游邗江”的品牌。

一、成 效

发展初具规模。邗江区拥有长江、邵伯湖、京杭运河等优质生态资源，瓜洲江鲜、黄珏老鹅、裔家牛肉、草炉烧饼等为代

表的邗江美食，独特的沿湖渔家民俗、瓜洲诗渡文化，阮元、焦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生态和文化资源优势明显。截

至目前，全区休闲观光农业点近百家，其中全国四星级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企业 2 家、全国三星级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企业 3

家、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 2 家、省三星级乡村旅游点 3 家、省休闲农业示范村 2 家。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休闲旅游收入突

破 2亿元，成功入选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区前 50强。

投入主体多元。一方面，邗江区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对项目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品种、

新技术引进，新功能创意开发等提供补助；另一方面，鼓励多元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休闲观光农业的开发和经营。突出的区位

优势、靠江临湖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农业产业基础，吸引了社会资金向休闲观光农业投入，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据统计，在休闲观光农业投入中，建筑业占 18%、住宿和餐饮业占 21%、房地产业占 21%、园林业占 33%、批发和零售业

占 7%。

影响效应明显。邗江区各乡镇连续多年举办了邗江乡村旅游节、瓜洲音乐节、甘泉樱花节、高宝邵伯湖放鱼节、沿湖渔家

品蟹节、邵伯湖冬捕杀围节、房车露营大会、瓜洲江鲜美食节、瓜洲葵园•炫彩乡村旅游节等农事节庆活动，吸引了周边地区大

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不但推动了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还拓展了农民就

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据统计，目前全区从事休闲观光农业的人员约 7500人。

二、问 题

规划不科学，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一些农业观光园缺少专业的园林规划设计，项目建设随意性强，布局不合理，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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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乡村旅游的特色不够鲜明，乡土风味淡化。起步较晚，层次普遍不高。目前的休闲观光农业项目大多是低层级、同质化

的产品，体量小、分布散，基础配套设施需进一步完善，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度不高，产品的参与性、体验性不够，对游客的

吸引力不强。管理落后，服务水平有待提局。农业观光园大多为个体经营，少数经营者自行随意开发，缺乏行业标准和操作规

范，经营管理粗放，服务水平亟待提升。

三、思 路

整合资源，规范提升，将休闲观光与文化传承相融合、与产业发展相契合、与镇村建设相结合，形成布局合理、管理规范、

层次丰富，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新格局。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农旅融合、注重特

色，联动发展、因地制宜，将休闲观光农业打造成“扬州休闲观光农业新名片”“江苏最美乡村新亮点”和“长三角乡村休闲

度假目的地”。力争到 2020 年，全区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休闲农业项目达到 10个，年接待游客 1000万人次，经

营总收入达 5亿元，打造 5个江苏最美乡村，2～3个省级休闲观光农业著名品牌。

四、对 策

强化规划引领，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根据邗江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现状等，按照农业“限制发

展、控制发展、鼓励发展”的区域发展要求，对全区休闲观光农业进行合理规划，注重文化体验，避免简单复制，体现差异性，

深入打造“一圈一区一带”：城郊农耕文化休闲观光圈。邗江西南片区，因经济基础较好，交通便捷，文化产业发展迅猛，今

后以满足城市居民休闲娱乐、度假、体验、科普、会务等多样化消费需求为目标，进一步推进蒋王都市农业观光园周边的农家

乐专业村建设，在农耕文化科普、农事体验、农家生活等方面提升品质，打造城郊农耕文化休闲观光圈。沿湖特色精品休闲观

光区。邗江拥有邵伯湖水面近 10万亩，下一步应深入挖掘湖滨渔业文化资源，充分利用沿湖生态优势和渔业产业园、渔文化博

物馆、黄珏美食、历史名人等独特资源，发展集特水养殖、特禽养殖、水上运动、湖鲜品尝等为-体的休闲观光农（渔）业园等，

打造湖光水色、湿地生态的沿湖特色精品休闲观光区。丘陵林木生态休闲观光带。通过实施“绿扬城郭，生态扬州”建设工程

等，全区己形成多树种、多林种的生态林业体系。进一步提升丘陵地区花卉苗木产业带的设施服务水平，策划建设邗江丘陵观

光漫道网，以观光漫道为链，将生态林业体系、生态农庄、历史古迹、特色园区等串珠成链，打造休闲健身、观光度假、生态

林“有氧”体验的休闲观光带。

强化管理引导，提升服务发展水平。在休闲观光点的经营管理上，相关部门应给予规范指导，并加强培训与提升营销能力。

继续完善休闲观光农业示范点项目的评定机制，在推行标准化经营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加强行业培训、开展星级考评等，推动

软件达标、硬件过硬，不断推进产业由传统简单模式向更高档次的主题村、专业示范点转变。积极引导和鼓励建立行业发展协

会，规范经营与管理，形成责、权、利明确而又相互协调发展的行业格局。同时，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提升产业在营销策划、

服务礼仪、应急处理等方面的理论实战技能，拓宽视野，提升休闲观光农业的品味和层次。另外，建议选择试点村，打破农家

乐、休闲农庄、餐饮垂钓等传统乡村旅游套路，大胆尝试别具一格的旅游新模式，充分拉长旅游产业链条，从而使项目和游人

引得来、留得住。

打造品牌效应，开拓渠道宣传报道。认真对照国家、省级休闲观光农业示范点、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最美乡村等评定

标准，制定创建计划，力争更多的金字招牌落户邗江。同时，创新宣传营销手段，在办好邪江乡村旅游节、瓜洲音乐节等邗江

节庆品牌活动的基础上，提升瓜洲菊花艺术节、甘泉櫻花节、方巷渔民文化美食节等地方特色鲜明的节庆活动影响力，唱响节

庆四季歌。抢抓“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强与魅力城乡网、携程网、同程网等媒体的合作，不断开发新、奇、特观光产

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打响邗江休闲观光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