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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别山农业旅游创意发展路径研究1

叶 俊

（黄冈师范学院 旅游文化与地理科学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摘 要】：大别山地区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近些年在农业旅游开发上进行了有效的尝试，但其文化含量、产

品创新方面仍显不足。在梳理大别山农业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农业旅游资源开发强度弱、配套设施落后、

产品缺乏特色及品牌等问题，并从产业发展型、居民参与型、资源导向型、文化传承型四个角度提出其创意农业旅

游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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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8 年，英国的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率先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以来，它已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博弈点，

迅速渗透到所有终端产业领域。近些年来传统的农业也毫无例外地将创意产业的思维逻辑和发展理念运用在其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中，这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荷兰通过“高科技创汇型”的独特优势成为世界创意农业的典范；德国通过

大力发展休闲农庄和市民农园，形成了“社会生活功能型”的创意农业模式，日本的“一村一品”成为创意农业“多功能致富

型”揩模等。进入 21世纪，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依托巨大的客源市场，我国许多发达城市的市郊都进行了创意农

业旅游项目的有效尝试，并涌现出比较成熟的模式，如北京密云县的“紫海香堤”多元创意组合模式、昌平区“植物迷宫”景

观农业创意模式、房山区“波龙堡酒庄”产业融合创意模式、成都锦江区“五朵金花”区域品牌组合模式等，都产生了良好的

市场效应。

可见运用创意产业的思维，将科技、文化、艺术和个人的才智融入到农业生产链的各个环节、农村生活的各个角落，将释

放出产业融合发展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不仅能极大地提高当前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形成旅游新业态，还能形成良性互动的产

业价值体系。大别山地区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近些年在乡村旅游上进行了有效的尝试，但其产业融合、产品创新、文化挖掘

方面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大别山农业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其创意农业旅游的发展路径，以期提供思路和参考。

1、相关研究综述

“创意农业”的提法早些年就见诸各种媒体，作为创业产业的一种类型，秦向阳认为创意农业是对农业生产经营的过程、

形式、工具、方法、产品进行创意和设计，从而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活动总称。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意农业”与“旅游”

之间有着天然的耦合，特别是在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创意农业旅游”的实践项目炙手可热，但相关理论研究

稍显滞后，主要集中在创意农业旅游的概念、对乡村旅游的推动作用及创意农业旅游的个案实践上，如诸丹，袁力以成都创意

农业园为例，分析了创意农业为当地乡村旅游的可特续发展提供了文化、艺术、经济等多领域的新兴价值内涵；丰燕，王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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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创意农业的类型和发展模式落实到荆州市川店镇双店村休闲创意农业旅游规划中；孙杨等探讨了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背

景下其创意农业旅游运作模式；周依依，穆娟丽分析了云南创意农业旅游发展的瓶颈，并从国外的经验介绍上提出其发展路径。

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大别山农业旅游资源的概况，并在此基础提出了创意农业旅游发展路径。

2、大别山农业旅游开发现状

2.1大别山农业旅游资源类型

根据国家旅游局 2002 年颁发的《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试行）》，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

农民劳动和生活场景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借鉴刘敏，甘枝茂的分类方法，大别山的农业旅游资源可以划分为表 1 中的几

大类型。

表 1 大别山农业旅游资源类型

主类 亚类 景观代表

田园风光
农业景观 天堂红叶•九资河、雾云山梯田

特色农作物种植地(园） 千叶湖生态园

农业现代产业旅游地

特色规模经济种植地(园） 罗田板栗园、蕲春中草药园

果园及茶园 英山茶园

花卉园及苗圃 龟峰山杜鹃花、麻城五脑山菊花、英山天马寨五彩杜鹃

农事活动及 农贸活动 李时珍中草药交易会

辅助碰民居及附属建筑
农作活动 打板栗、挖红薯

民居 红安长胜街、红安八里陡山古村落

农业物产

干鲜果品
罗田板栗膽、黄州萝卜、浠水九孔藕、浠水茅山螃蟹、

蕲春水葡萄贡米、有机蔬菜等

药材补品 蕲春中草药

小吃賭 罗田吊锅、鄂东土菜

民俗文化
民间习俗 东路花鼓戏、大别山民俗红安大布，红安绣花鞋，黄梅

手工艺品 挑花、章水泉竹艺、浠水安息香等

2.2大别山农业旅游开发现状

2.2.1农业旅游开发模式较为单一。如上分析，大别山地区农业旅游资源门类齐全，资源丰富，主要特色表现为山乡田园风

光和鄂东乡土风情，但从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来看，仅仅停留在“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等传统项目的营造上，缺乏

创新理念的植人，参与体验项目的深度开发和特色文化的营造明显不足，农业旅游资源利用率低。如特色农副产品罗田板栗、

甜柿等，还停留在土特产品的零星售卖上，远未形成种植+旅游，采摘+旅游，购买+旅游，节庆+旅游的产业化模式。

2.2.2农业旅游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在旅游扶贫政策的带动下，近些年大别山农业旅游如火如荼，据不完全统计，大别山

黄冈地区共有登记在册农家乐经营户 2000余家，但大多以提供食宿、种养、采摘、垂钓等旅游项目为主。由于可进入门槛较低，

绝大数农户的自发经营既没有产生规模品牌效应，而且缺乏规划的低层次模仿造成乡村旅游的同质化竞争严重，许多还处在低

水平的价格竞争上，生存状况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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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创意旅游营销理念明显不足。与传统农业相比，创意农业旅游注入了大量的知识元素和全新的人文理念，以此重新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实现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在互联网经济时代，这种理念更应该通过全新的营销方式进行传播。首先从营销

理念上大别山农业旅游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光，采摘、节庆等常规农业旅游项目上的宣传介绍上，更应用从农业文明的传承和“乡

愁情节”的营造上做文章；其次在营销手段上除了常态化的报刊、网络和电视媒体等手段，更应该关注社交媒体营销，通过分

享、评价、讨论等方式营造更加真实可信的消费场景和口碑效应。

3、基于创意的大别山农业旅游开发路径

3.1产业发展型创意农业旅游发展模式

该模式是资源充分循环利用和产业拓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模式，即以第一产业——农产品生产为基础，以第二产业—

—农产品加工为延展，以第三产业——休闲度假为龙头，形成了一条集种植、加工、出售、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产业发

展模式。

以大别山罗田县为例，罗田是著名的“中国板栗之乡”，栽培总面积达 6.67 余万 hm
2
，年产板栗 3500 万 kg 以上。每到金

秋时节，罗田也推出“打板栗”特色旅游活动，为游客提供农家乐、打板栗、剥板栗、炒板栗、品板栗、邮寄板栗、保鲜板栗

一条龙服务，但每 1kg 板栗售价仅仅停留在 10 元左右，远未达到产业链式发展，产品的附加值极低。为此，可在种植、加工、

环保等环节融入创意旅游的元素，让游客深度体验到板栗在罗田的悠久历史和保健功能，并参与到认养、收获、加工、制作、

学习板栗文化的系列活动中来，具体见图 1。

图 1 大别山农业旅游产业延长模式图

3.2居民参与型创意农业旅游开发模式

社区参与旅游一直被誉为是 21世纪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而当地村民广泛参与到农业旅游中来，不仅能提高村民

的收入和文化认同度，而且还是构建原乡文化、美丽乡村的最佳选择。

以罗田九资河镇为例，千年古镇历史悠久，曾是 2600多年前战国时期“鸠鹚”国的旧址，古镇孕育了京剧大师余三胜、农

民领袖徐寿辉，保存着明清时的古建筑遗风，更让其冠上“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最美乡村”的是其田间村头、村舍屋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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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红叶”——乌桕树。每到秋季，红红的乌桕树所渲染的田园风光吸引了无数摄影家、画家来此写生、采风，并已经连续

举办了 7届红叶节。依托美丽的田园风光，全镇绝大多数农户办起了农家乐，但仅仅停留在“吃农家饭、住农家屋”的层次上，

规模小，功能单一。为此，应鼓励村民全面参与旅游，在恢复大别山地区乡土建筑的基础上，全面展现鄂东乡土文化，屋内的

布置在保证现代功能的基础上还原农耕时代的古朴自然；农家菜系以鄂东土菜为主，如吊锅；同时也把那些渐渐被人们淡忘和

忽视的特色民俗风情传承下来，游客来到此地，可以在参与农事劳作和蔬菜水果采摘的同时参与到一些有特色的民俗活动当中

去，如传统的磨豆腐、打糍粑、东腔戏、畈歌等民间游艺体验活动，让游客在慢生活中更好地体验大别山的风土人情。

3.3资源导向型创意农业旅游开发模式

该模式的重点是经过创意，将优势资源或特色资源提升，使传统农业与旅游业融合达到产业升级，形成新的农业发展模式，

带来更大的综合效益。

以大别山蕲春中草药为例，作为医圣李时珍的故乡，蕲州在明代中期就是全国著名的中草药进出口港口和商埠，其药材“吞

吐量为江淮之冠”。这里的农民历来有种植中草药的习惯，近些年在全球健康产业蓬勃发展的格局之下，蕲春县中药材种植面

积新增 3733.33hm
2
，工商注册涉艾商家达 651 家，线上线下代理商 6000 余家，从业人员 2 万余人，涉及全国 20 余个省市，年

实现产值 20亿元。在此背景之下，依托特色资源重塑产业链，实现“药旅联动”已然成为蕲春中医药产业创意发展的最佳路径。

将旅游元素全面融合到“医药工业、药材种植、医药物流、医药文化、中医治疗”五大板块，开发“药养、医养、食养、疗养”

系列旅游产品，撬动中医药产业增长极，全面实现“文”“药”“旅”“农”的深度融合。

3.4文化传承型创意农业旅游开发模式

该模式在传承乡村当地特色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市场上的发展趋势和需求，整合旅游农业资源，增加农业附加值，创造出

符合游客需求的发展模式。

以茶叶为例，大别山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地，覆盖了大别山区的 29 个县市，茶叶创造的价值也占当地居民收入高达

50%以上，然而茶农对于茶叶能创造的价值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卖茶叶上。近些年，在“美丽乡村”政策推动下，英山县现有茶园

1.53 万 hm2，已建成 5 个万亩茶叶带，50 多个千亩茶叶小区，30 多个茶叶专业村，先后被命名为“中国名茶（绿茶）之乡”和

“全国无无公害茶叶生产示范基地达标县”。然而如果没有文化底蕴、只提供茶园观光、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较差，

这些都会制约游客对该地的选择。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在具有连片规模的茶山地区建设一个“特色茶文化农庄”。该农庄必须具有一套完整的接待体系，

让游客在一个大型的农庄内就能体验到具有主题特色的食、住、行、游、购、娱，在茶农的参与之下完成从种茶、采茶、制茶、

品茶、鉴茶、茶艺、茶点的完全体验。在特色茶文化农庄内，让居民展示传统的制茶工艺，游客亦可跟随居民学做特色茶点，

人住茶乡古舍体验传统茶俗等。特色茶庄兼具茶叶初精制加工、茶文化传播、手工制茶技艺体验、茶叶品茗、茶产品展示及交

易、百科古茶园鉴赏观光、休闲娱乐、餐饮、住宿、小型会议、旅游团队接待等功能。这样游客可以充分体验到农耕乐趣、贴

近大自然、放松身心；又可以发挥英山“云雾”的潜力，提高附加值，重要的是通过挖掘传统茶文化及习俗，实现文化+旅游的

创意化发展。

创意农业旅游既遵循了创意产业的运行机制与增值机理，同时又符合农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本文借鉴相关地区的发展经验

从四个角度提出了大别山黄冈地区的创意农业旅游发展模式，以期促进大别山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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