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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发展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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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合江县绿色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其次，探讨合江县“荔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示

范园区的基本情况、项目发展模式、项目运行机制。再次，应用绿色生态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方法，评价合江县“荔

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最后，总结合江县“荔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的经验和启示，进一步探寻合

江县绿色生态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提出合江县绿色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实施策略和建议。 

【关键词】生态循环经济；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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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荔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项目概况 

“荔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涉及全县 4 个乡镇，22 个行政村，涵盖全县 6 万亩新农村土地整合项目。该项

目到 2018 年 10月止，已集中成片规模发展荔枝面积 30.8万亩，投产面积 14.2万亩，荔枝产量 2000万公斤，产值 7.2亿元，

荔枝产业已成为果农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结合妃子笑荔枝园 AAAA级旅游区开发，规划建设集绿色种植技术、生态科学养殖技

术、新品种示范推广、产业化生产销售、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生态新农村建设于一体的“四园区、一中心”综合开发示范区。 

1.1项目产业布局 

示范园采用四园区、一中心的产业布局。四园区包括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园区、荔枝专业合作社生产示范园区、休闲观光

农业示范园区和资源循环利用综合示范园区。一中心是指“荔香花海”项目营运中心。 

1.2.“四园一中心”的功能定位 

1.2.1经济扶贫功能——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园区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园区主要实现经济扶贫功能。通过林下种植中药材药芍这种生长周期短、效益高，观赏与药用相结合

的药材，不仅能提升中药材规模化生产的水平，同时为区域内脱贫致富找到一条新出路，增加了周边农民的经济收入，带动了

新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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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龙头带动功能——荡枝专业合作社生产示范园区 

荔枝专业合作社生产示范园区对周边形成龙头带动功能。依托荔枝中华名果优势和品牌，稳立品质高地，建设风过林带药

香的“荔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开展荔枝标准化管护，将示范园打造成一片花的海洋，按照农旅结合的思路，引导城

里人来赏花，开办农家乐等，荔枝产业起示范带头作用。 

1.2.3生态旅游、产业联动功能一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区 

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区以农业生态旅游为主，并对园区内相关产业形成联动。园区内吸引投资开办农家乐，目前农家乐规

模已超过 100 家，同时建设休闲观光和度假旅游，能很好地带动芍花观赏、果园采摘以及农耕体验等产业的发展，消费人群的

集聚，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收益，也为现代生态示范园后期建设提供了资金。 

1.2.4资源循环利用功能——资源循环利用综合示范园区 

园区内资源循环利用通过建设的林下药勺基地和无公害绿色蔬菜生产基地，一方面产生的菜叶、勺藤为生猪养殖场和林下

生态养殖场提供了饲料。另一方面，生猪和林下生态养殖产生的粪便等废弃物通过沼气技术高温厌氧发酵后，加工成有机肥，

利用沼气发电等，为无公害绿色蔬菜基地和药勺基地提供很好的肥料和供电需求，形成资源的循环高效利用效应。 

1.2.5园区综合功能协调——项目营运中心 

项目劳动中心通过整合全园内各个示范园区内的资源优势，相互为示范园区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

使得各园区循环高效运转，又为各园区开拓市场，保证生产产品流入市场，回笼资金，推动示范园进一步发展，同时带动新村

建设档次提升。 

1.3项目发展的主要模式——现代生态农业循环发展模式 

“荔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综合示范区实施以来，采用“以旅游开发理念经营现代农业，以现代农业资源开发旅游产业，

以旅游产业收益提升现代农业”的循环发展模式，将生态农业示范园打造成城市近郊型的集绿色种植技术、生态科学养殖技术、

新品种示范推广、产业化生产销售、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生态新农村建设于一体的具有良好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四园区、一中心”综合开发示范区，各功能区之间都有相应的规划发展方向，同时也能资源相互互补、效益相互提升。 

具体来说，示范园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整合园区各功能资源，形成了现代生态农业循环体系。第一，项目营运中心作

为项目生态农业循环发展模式的中心枢纽，它为其它四园区提供了园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绿色种植技术和生态养殖技术以及

各功能分区的经营管理理念等。同时，营运中心作为现代生态农业循环综合中心，是各园区生产产品和市场对接的纽带，使得

整个项目能良好运转。第二，荔枝专业合作社生产示范园区可以为中药材种植园区提供基地，高效循环利用土地资源，又依托

荔枝品牌，和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区建设形成了 “产—采—赏—售”的一条龙产业化格局，打造出荔枝等名优果带动旅游业发展

的模式，解决了荔枝产业长足发展的需要。第三，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园区以林下综合开发为基础，林下种植中药材芍药花，

可辅助林下生态养殖和生猪养殖为其提供芍藤、草料作为饲料，其主要建设林下种植中药材四季花海景观，形成“可游—可赏

—可采”的景观综合体，带动体验农业和观光农业相结合的特色旅游。第四，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区项目合理规划生态环境资

源，已建成黄湾休闲度假区，并设立观光旅游接待中心和建成超 100 家规模的农家乐。既结合林下荔枝采摘，又能观赏体验大

棚采摘、垂钓以及乡村民俗游，还能品尝农家美食，带动了观光旅游和餐饮服务等产业的发展。第五，资源循环利用综合示范

园区建设高效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种植基地，配套建设饲草种植区与高标准生猪养殖场、林下生态养殖场，形成了饲草—畜禽

饲料—畜禽粪便—沼气—有机肥—种植基地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通过沼气发电和沼气输出，为其它园区提供了沼气、电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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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充分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再利用。示范园区这种现代生态农业循环模式较好地实现了一、三产业良性互动的目标，推动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 

2 项目发展的运行机制 

2.1 运行理念 

示范区规划中采用工业园区、产业旅游理念。一是园区化经营理念。该项目不但要求企业投资，更是协调企业与县委、县

政府共同来经营园区。实施过程中，园区借鉴工业园区的布局和经营理念，制定出园区“协调发展、共同经营管理”的理念，

在四园区和一中心之间，荔枝和中药材种植园区主要由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共同经营管理，循环利用园和休闲旅游园区采用公司

带动经营管理。在这样的理念下，荔枝专业合作社在林下中药材种植上，借助荔枝品牌、空闲林地、政府扶持、终端收购等优

势，同政府联合招商建设基地 2 万亩；采用订单农业模式，带动农户种植 3 万亩。二是产业旅游理念。利用中药材花丼观赏效

应，按照“五朵金花”思路，结合旅游运营中心、旅游接待中心、农家乐、乡村酒店建设，打造特色旅游园中园，同时带动新

村建设档次提升。 

2.2运行机制 

示范区大力探索“龙头企业+专合组织+基地+农户”的利益联合机制，发展荔枝林下经济。引进现代生态农业科技公司，在

土地流转和资金筹措机制方面，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让公司和智能专合社组织强强联合，筹备足够的资金和人

力物力资源，与农户进行协商，进而流转当地农户土地及其地里的荔枝树，为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在专合社开展荔枝标准化管

护，牵头合作的公司利用荔枝林下土地开展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建设具有荔林带药香的“荔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3 项目实施运行的效果 

3.1示范区成为区域生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试验区 

项目围绕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思路和模式，从国内外借鉴生态农业发展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模式，引进国外先进的种养殖专

利技术，以“产业化、工业化、标准化”为主攻方向，以“生态、安全、优质、高效、高产”为重点，建立标准化、规范化、

无公害种养殖示范基地，优化区域内农业产业结构布局，提高了优质产品的比重，改善了示范园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促

进了示范园区经济的增长。 

3.2项目成为农业技术开发、培训的重要示范点 

“荔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综合示范园区的建设推广，在区域内实现了绿色生态循环的种养、加工、科研和开发为综合一

体的循环经济模式，充分发挥了合江县农业的优势，建立起了立体化种植、农畜牧产品产业化生态环境保护为一体的新型示范

区。 

3.3有效地促进了乡村休闲旅游观光农业的发展 

示范园区现代农业带动旅游业，旅游业提升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使得乡村旅游顺应了城乡新兴发展起来的消费趋势，将

休闲观光与农家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一、三产业良性互动的目标。推动了农户的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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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示范园区推动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格局 

示范园区实行“农业企业化、农村公司化、农民市场化”的探索，变传统农村为公司经营化新农村，变单模式农业为企业

化管理的大农业，为新农村建设发展找到了新路子，推进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3.5项目的经验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合江县虎头镇“荔香花海”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园建设试点立足当地实际情况，结合了合江县农业经济农业

发展的特征，探索出了一条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路子，对推动合江县绿色生态循环经济的发

展具有合理的借鉴意义。本文总结以下几点经验启示： 

3.5.1强化基础设施是保障示范园发展的基础 

项目很好结合了区域内具体情况，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生态和环境效益，这都与园区注重基础设施密不

可分。项目从规划实施开始，首先，重点突破园区内交通设施，构建园区发展的交通枢纽网；其次，改善农田水利建设，在种

养、植区新建蓄水池，保证供水充足；最后，在政府的支持下，设立农业服务点，为农户提供资料宣传和服务。 

3.5.2合理划分园区功能布局、打造特色产业链 

合理规划园区功能布局使得园区优劣势更为突出，在结合优势的基础上，改善园区存在的劣势。示范园根据各产业的布局

合理划分功能布局，在每一功能区域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产业链，不仅增加农户收入，也使得园区发展更具活力。

在合江县其它地方推广中，建设生态循环农业合理功能布局才更能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3.5.3因地制宜推行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和运行管理机制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一种好的发展模式和运行管理机制。合江县区位优势突出，但地形地势较为复杂。因此，

在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推广中，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推行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和经营管理机制，使园区有序发展的同时，

更能强化管理，减少成本，增加收益。 

3.5.4目前园区存在的问题得到的启发 

目前，示范园虽然发展迅速，但园区整体范围较大，还存在部分管理问题，在林下药芍种植的过程中，荔枝管理和林下种

植管理合为一体，在管理上更注重对药芍这种经济效益见效快的管理偏向。因此，在园区管理上，要充分利用高效的管理理念

来指导生产管理，达到资源循环利用的最大化。 

4 合江县绿色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实施策略 

4.1加快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规划实施 

针对合江县具体发展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规划各乡镇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与此同时，加强示范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合理规划道路交通建设，构建乡镇以省、县、乡为骨架，村组道路为脉络的道路路网

结构；此外，完善各示范区水电设施，保证示范区内生产和生活电力供应，从而确保规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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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建立健全生态循环经济的保障措施 

根据合江县建设生态循环经济的目标和任务，完善相应的法规政策，加快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体制机制创新，为示范园区制

定实施一系列相互配套、切合实际的循环农业法规政策和产业政策，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绿色循环农业

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循环农业产业发展过程政策、法律和技术的综合保障措施，逐步推进合江县区域现代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 

4.3整合资源，形成现代农业生态循环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各产业中间产品和废弃物的相互交换、相互连接，加快农业生态循环产业的培育。积极鼓励示范园区农业生

产主体，通过种养配套生产、农作模式创新、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等途径，实现主体小循环。通过农牧对接、沼液利用、畜禽

粪便收集处理等节点建设，构建种养平衡、产业融合、物质循环格局，实现区域中循环。以县域为单位，统筹布局农业产业和

沼气工程、沼液配送、有机肥加工、农业废弃物（秸秆）收集处理等配套服务设施，整体构建生态循环农业产业体系，实现县

域大循环。 

4.4充分发挥特色发展模式的联动功能，打造区域产业链 

合江县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生态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基础条件较好。因此，在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方面，加快

农业生产设施化，大力发展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业，把生态农业元素和旅游开发理念相融合，发挥现代生态农业推动旅游业发展，

旅游业提升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特色发展模式，重点突出旅游业的联动功能，打造区域产业链，促进新农村建设。 

4.5构建示范区村、园相互促进的城乡新格局 

通过开展建设示范园区和示范企业带动园区经济建设，逐步形成公司化经营、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和城镇化建设的园

区运作机制，改变示范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建设独具特色的现代生态循环示范园区，推动示范区经济的发展，从而也间接

地改变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形成示范区村、园相互促进的城乡新格局。 

5 结论 

合江县在绿色生态农业发展的方向上，有非常良好的机遇，可根据合江县具体的生态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各乡镇生

态环境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策略。同时，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完善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改变传统的农

业生产模式，加强技术创新，发展具有多功能、多效益的综合示范开发区，形成资源的共享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的生态循环经

济模式，在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既有效地节约了资源，又保护了生态环境，使社会经济效益和

生态环境效益都取得良好的成效，有利于合江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结构的调整，有利于缩小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这对合江县未来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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