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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融合视角下樱桃生态观光园产业发展问题探究 

——以昆明市松茂村为例
1
 

宋玉，李业荣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01 ) 

【摘 要】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多功能农业发展的代表形式之一，这样的方式更适宜于昆明市松茂村农业

以及旅游业的发展。松茂村农旅融合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农民单ー的收入渠道，也改变了农业单一的生产方式，由

单ー的生产发展方向转变为农业经营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利用兼顾的生产管理方式，为促进农业产业园走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本文基于农旅融合视角下，分析松茂村樱桃生态观光园产业

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因地制宜探究樱桃生态观光园未来产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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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发展依托于新经济常态背景下以“稳增长，调结构”为方向，也促进了农业的关联与融合，给农业产业园的发

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农旅融合的产业应运而生。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在倡导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提出“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强调在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 

农旅融合发展触发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农业逐渐由“生计农业”向兼顾社会、经济、生态以及人文等具有多功能性质方向

转变。同吋，观光与休闲并存的农业发展形式，已经成为多功能农业发展的代表形式之一，是未来综合性农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并且，农旅融合也是一三产业融合的代表，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生态农业产业的重要举措。 

昆明市是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区域，而云南是农业以及旅游的大省。农旅融合的方式更适宜于云南的农业以及旅

游业的发展。以昆明市呈贡区松茂村为例，积极开展樱桃种植与采摘以及观光旅游的发展模式。2018年，更是首次创办了 “樱

桃节”，在具有创新意义的同时也增加了其知名度。松茂村农旅融合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农民单一的收入渠道，也改变了农业单

一的生产方式，由単一的生产发展方向转变为农业经营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利用兼顾的生产管理方式。为促进农业产业园走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昆明市松茂村樱桃生态观光园产业发展现状 

1.1区域位置与地理气候等发展条件 

昆明市松茂村地属昆明市辖区下的呈贡区七甸街道，地处七甸街道东边，距区城 15公里，呈贡大学城 8公里，交通较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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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平均海拔为 2020米，年平均气温 13.5℃，年降水量 800毫米。昆明市地处云贵高原地区，气候温暖，四季如春，且昼夜温

差较大利于樱桃糖分的积累，较适宜樱桃的种植。呈贡区空气清新，土地广袤利于大面积栽种樱桃树，形成一定的规模。樱桃

园交通较为便利，从主城区自驾至松茂村仅需ー个半小时左右。且呈贡辖区，靠近滇池湖畔和斗南花卉交易市场，周围旅游资

源较为丰富，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围产业的发展。 

1.2樱桃生态观光园产业发展现状 

松茂村樱桃园已初具规模和知名度，形成种植+采摘+观光旅游这种农旅融合型发展模式。入园收取门票，在园内采摘和食

用樱桃免费，带走按照公斤计算价格，价格相对较实惠。每年自 4 月开始进入旺季可采摘樱桃，时间持续 1 个月左右。樱桃园

周围有部分餐饮农家乐提供餐饮服务，进入松茂片区有观光马车提供游览服务，将顾客送至樱桃园内。2018 年起，每年 4 月开

办“樱桃旅游文化节”吸引一部分游客到此观光游览。 

松茂樱桃园打出农旅结合的生态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在欣赏优美自然风光的同时可以呼吸郊外新鲜的空气，游览的同时可

以采摘樱桃，带来一定的乐趣。农旅融合的方式，熟悉掌握了现代消费者尤其是城市消费者的心理。如今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推

进，交通拥堵以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伴随着髙压力的城市生存现状形成了 “城市病”的现象。而樱桃生态观光园除生产优质美

味的樱桃之外，其原生态的乡村田园风景、绿色清新的生态环境，为松茂村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 昆明市松茂村樱桃生态观光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樱桃种植方面存在的问题 

樱桃种植农业污染问题。樱桃的种植除需要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等外，种植过程中也需要杀虫剂、杀菌剂、杀螨剂、植物

生长调节剂等农药的使用。而农药药剂的使用量很难规范地操作，农药残留问题也容易导致食品安全隐患。笔者通过实地走访

发现，樱桃生态观光园并无规范使用农药的规定，农药也存在残留隐患。同时，樱桃的种植也离不开地膜的使用。笔者走访询

问发现当地并没有规范回收地膜的程序，地膜的残留以及不规范的回收，造成的土地污染和环境污染也会比较严重。农药的使

用以及地膜的回收问题，这和樱桃园生态观光的发展路线不相符，也容易造成环境隐患问题，也不利于松茂村生态环境的建设。 

樱桃种植产业化存在的问题。松茂村的樱桃园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并且“樱桃旅游文化节”的开展进一步形

成了宣传的效果，但樱桃种植产业仅仅的单一的种植然后出售的模式，产业的发展方式较为粗放。樱桃产业的副产品，深加工

产品并没有太多，仅仅依靠种植和吸引游客采摘这种方式并未给松茂村樱桃园形成产业链的发展。只有真的形成产业链，樱桃

园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 

樱桃种植规模化存在的问题。松茂村樱桃的种植还并未完全形成规模化的种植，部分樱桃的种植仍然是散户、小农户自己

进行的种植，另一部分为企业承包，种植难以形成规范性的操作，且分布得较为散乱，这给樱桃种植规模化发展道路带来了一

定的阻力。 

2.2樱桃观光园模式存在的问题 

基础配套设施不健全。经过实地的走访发现，松茂樱桃生态观光园周围的配套基础设施都不太齐全。松茂村里然地处交通

比较便捷的地方，但一部分路段不太方便，驾驶道路不是很畅通。并且，并没有直达的观光车，仅仅适宜于自驾的旅游方式，

交通方式比较单ー；且松茂村周围的餐饮服务不太多，选择性也比较少，饮食卫生和安全问题也没有统一的规范标准，容易形

成安全隐患。且周围并没有形成相应规模的，有住宿的条件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农家乐的发展模式，无配套的娱乐休闲项目，

发展较为局限，模式较为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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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宣传难以形成品牌与竞争力。经过实地走访发现，松茂村并未制作宣传手册，樱桃生态观光园也没有过多地进行宣传，

前来游玩参观的顾客更多是本地顾客，靠的也仅仅是口耳相传而知晓该地的。更多的网络、电子旅游平台、电视等宣传并不多

见。同时，昆明周边的樱桃采摘地数量较多，松茂村除了位置相对较近之外并未有特别的优势所在，竞争能力不强。 

村干部缺乏相关意识以及人才缺乏。松茂村当地的干部对于发展松茂村农旅结合的产业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发展产业链等

并且年轻懂计算机和宣传知识的干部比较少，相关人才缺乏。 

3 昆明市松茂村樱桃观光园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策略 

3.1提升樱桃种植品质 

对于农业污染方面。樱桃种植改进种植技术，尽量减少农药的使用，在技术人员指导之下合理规范地使用农药，避免过量

以及农药残留等问题。对于地膜使用，也应当规范化，可推广可降解地膜的使用，地膜的回收机制也应建立起来。 

对于樱桃种植产业化方面。应该转变樱桃种植的经营模式，走复合型经营道路，进行深加工，以及发展樱桃产业副产品，

形成种植的产业链。 

樱桃种植规模化方面。走合作社+企业+农户的经营模式，由企业或者合作社技术人员对种植进行相关的技术指导，种植进

行统一规范性的操作，走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3.2积极发展樱桃生态观光园模式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完善道路配套基础设施，可开设旅游观光直达车，改变单一的出行模式；积极引导当地的居民或者招

商引资创立餐饮服务，并进行规范性管理操作完善樱桃园餐饮服务；在开展餐饮服务的同时可以积极发展集住宿条件和休闲娱

乐为ー体的农家乐发展模式。 

加强宣传建立品牌提升樱桃园竞争力。制作樱桃生态观光园的宣传手册，通过网络、电子旅游平台、电视、朋友圈等进行

多渠道宣传，提升樱桃园的知名度。同吋，积极创立当地品牌，走规范化品牌化经营道路，提升松茂产业园竞争力。 

培养基层干部，积极吸纳相关人才。培养基层干部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积极推进樱桃生态观光园产业发展，走生态建设道

路；同时吸纳懂得计算机知识以及运营电商平台的知识新兴人才，一同带动松茂村樱桃生态观光园的发展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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