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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角下的淮安市农业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钱惠新
1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摘 要】：2016 年国家旅游局长李金早提出了“全域旅游”的概念,他认为全域旅游可以优化配置经济社会发

展资源,充分发挥“旅游+”功能,使旅游与其他相关产业深度融合、相融相盛,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本文在分

析了淮安市农业资源,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域旅游发展背景下,淮安的农业旅游可开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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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进入 21世纪以来,旅游已经成为大众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资源非常丰富。20世纪 80年代起我国的旅

游业开始发展,从最早提出的小旅游概念,到进入 21世纪以来的大旅游概念,乃至于近几年又开始提出的“全域旅游”概念,我们

对旅游的认识越来越深入。2016年在海口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提出了“全域旅游”发展理念。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

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

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 

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资源、农业文化、农业生态、农村聚落、农事活动等为旅游资源,通过以旅游观光休闲为目的策划和开

发,把田园风光观赏、农业活动体验、旅游休闲活动相融合的旅游方式。 

全域旅游理念是农业旅游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在全域旅游发展背景下,整合旅游目的地农业旅游资源,创新农业旅游发展

模式,通过旅游企业带动构建农业旅游产品体系;把旅游目的地农业资源和其他旅游资源组合,利用旅游产业带动能力实现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2 全域旅游的特征 

2.1全域优化配置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充分发挥旅游带动作用 

全域旅游的发展要注重区域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各类资源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效再配置。旅游涉及的各行各业都要在

全域旅游的过程中谋求自己的新发展,找准位置形成新的增长点。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各个社会阶层,大家都来投入,比如教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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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怎么做,环保领域怎么做,各个方面都参与进来。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体验无穷尽、全程消费,全域消费的格局。 

2.2全域按景区标准统筹规划建设 

在旅游规划中,我们不仅仅规划景区内,更要从全城全区域来规划。以游客体验为中心,以提高游客满意度为目标,提高服务

标准,优化旅游服务,构建形成处处是景,触景生情的全旅游区域。比如江苏的太仓,经济非常发达,城市氛围极好,非常宁静,有一

个美术馆,有一个艺术馆,还有一个体育馆,虽然体量都不大,城市公共建筑也没有地标性的建筑,但是走到哪儿感觉都非常舒服。

再比如四川的古蔺,小广场、小绿地、小建筑集中在一起,规模都不大,却让你觉得城市非常有味道。 

2.3全域发挥“旅游+”功能和产业融合能力 

全域旅游发展,要使旅游与其他相关产业深度融合、相融相盛,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比如“旅游+文化”、“旅游

+农业”、“旅游+工业”、“旅游+互联网”、“旅游+养生健康”……;利用旅游业的融合能力、拉动力,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

平台,提升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价值。 

3 淮安市旅游资源分析 

淮安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是黄淮和江淮冲积平原,至今已有 2200多年的历史,淮安与扬州等为淮扬菜的主要发源地,是江淮流

域古文化发源地之一。拥有国家著名的淡水湖洪泽湖的独特自然资源,辖区内拥有的水系四通八达、纵横交错。京杭大运河、淮

沭河、盐河、古黄河、张福河“五水交汇”,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土壤气候条件良好,运河之都名副其实。淮安独特的自然地理

区位带来丰富多样、特色鲜明的旅游资源,形成了红色资源、沿河城市风光、历史文化资源汇聚的总体格局。淮安人文景观众多,

已开发旅游景区、景点达 50 多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100 多处。比如周恩来童年读书处、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吴承恩

故居、梁红玉祠、韩信故里、枚乘故居、运河文化长廊、文通塔、镇淮楼、慈云寺、水下泗州城、明祖陵、关天培祠、古淮河

生态文化园等。淮安自然景观丰富,有烟波浩淼的全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有白马湖森林公园,金湖水上森林、万亩荷花荡,

水上长城——洪泽湖大堤,有国家级森林公园盱眙第一山,有被誉为“江苏九寨沟”的铁山寺自然保护区、老子山温泉等。2014

年,中国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 基于全域旅游视角的淮安“旅游+”农业旅游发展模式 

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形成淮安市多层级的大旅游区域,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服务与体验。全域旅游业态的创新是对淮安传统

旅游业态思维的突破,是贴近市场需求、完善规划布局、创新旅游理念、整合旅游资源、加深旅游认识、服务品质提升,进而形

成淮安区域产业、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深度融合、实现共建共享的淮安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格局。 

4.1“旅游+采摘体验”的农业旅游发展模式 

基于“旅游+采摘”的旅游产品其目标客群是近郊休闲游憩市场。基于采摘农业的旅游产品一方面应该引入现代科技大棚实

现一年四季、不同地带的瓜果采摘游乐,做好蔬菜瓜果采摘观光等传统的旅游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还应以“生态农业、农业科普、

农事体验、休闲度假”为发展原则,带动农业科技研发,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建设有机农场,生态餐厅,农业教育基地等。淮安市境

内古黄河边,坐拥大片桃园和梨园,在每年 6月中旬和 7月下旬分别举办采摘节,并且这里的水果比市价还要便宜。另外距市区仅

12 公里农业科技园,西红柿、西芹、黄瓜等各具特色的蔬菜,品种齐全,绿色无公害。园区生产的蔬菜水果,集观赏性、食用性于

一体,观赏后采摘,可以让游客体验到劳动的乐趣,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农业科技产业的发展。 

4.2“旅游+生态养生”的农业旅游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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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养生的旅游产品应以生态休闲、生态体育、生态科普、康复疗养、养生食坊、中草药养生、长寿养生文化等为主

题。打造生态农业养生园,开发生态养生旅游项目,满足游客生态休闲养生的需求。淮安市境内有老子山温泉、盱眙玉皇山生态

农业观光园、中澳合作盱眙三农乐博园。可将生态养生旅游作为农业旅游的升级版。另外在老子山还建设养生文化博物馆、长

寿养生文化园、康疗养生体验中心、中草药浴馆、养生食材药膳体验馆等,向游客提供康复疗养服务、普及长寿养生文化。同时

整合提升老子山周边民俗旅游村、养生馆、农家乐,高标准打造老子山温泉周边乡村生态绿道、建设乡村游憩驿站。规模发展的

老子山温泉乡村旅游集聚区,打造生态养生农业旅游体验区。在盱眙境内有国家级森林公园盱眙第一山,有被誉为“江苏九寨

沟”的铁山寺自然保护区,有明代第一皇陵明祖陵,游客在欣赏盱眙的景观之后可以来到老子山进行生态养生体验。通过打造生

态养生旅游产品,最终实现旅游由观光游览到农业休闲度假养生升级转型。 

4.3“旅游+休闲渔业”的农业旅游发展模式 

淮安市境内河湖交错,水网纵横,有烟波浩淼的全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还有白马湖、宝应湖、高邮湖等中小型湖泊镶

嵌其间。有京杭运河、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水道、古运河等 9 条河流在境内纵贯横穿。2014 年大运河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淮安共有 2处遗产区(清口枢纽、漕运总督遗址),遗产点 5处(清口枢纽、双金闸、清江大闸、洪泽湖大堤、总督漕运公

署遗址)、河道 1段(淮扬运河淮安段)被列入大运河申遗的重要节点。目前淮安积极开发运河文化长廊,推进运河文化旅游,争建

“中国漕运之城”。淮安市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水生资源丰富,有鱼类 50多种,水生物有 30多种,渔家民俗风情比较浓厚。

在全域旅游发展背景下,提升改造生活接待设施,引导有条件的村庄保留渔家特色,开发垂钓、休闲、观光一体的休闲度假游。围

绕大运河、洪泽湖、白马湖等水域资源的“旅游+休闲渔业”的农业旅游产品可以开展沿河垂钓、河堤漫步、露营、野餐、乡村

骑行、菱角采摘等旅游活动。通过打造优美的乡村环境,建设生态度假酒店、度假木屋等满足游客乡村度假休闲体验。另外可以

通过开发夜间休闲项目来延长游客逗留时间,比如推广淮剧、开发夜市等。 

4.4“旅游+红色文化”的农业旅游发展模式 

淮安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众多、有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的故居、纪念馆、童年读书处、有英勇抗战的刘老庄纪念连��。

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到:“新四军‘刘老庄连’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

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刘老庄是享誉全国的红色旅游资源,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景区融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旅

游、休闲、购物为一体,包括新四军八十二烈士纪念陵、红星广场、红色纪念林、解放战争纪念林、红色大道、生态观光农业等

项目,是淮安市及周边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旅游的重要基地。位于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南侧的刘老庄低碳文化体验园,积

极运用光伏太阳能科技发展生态农业观光,成为刘老庄红色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千亩连片的刘老庄葡萄园,种植有巨玫瑰、

美人指、维多利亚等十多个品种。这里的葡萄采摘季从 7月开始一直持续到 10月,每年葡萄成熟的季节,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的淮

安市民络绎不绝。许多年轻的家庭,趁着周末举家出行,带孩子体验纯朴的乡村生活,感受果园劳作的快乐。 

4.5“旅游+历史文化”的农业旅游相结合的模式 

淮阴区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名人、名水、名河遗存古迹众多。兵仙韩信无疑是最震撼人心的人物;漂母是古代中国母亲

博爱的代表,她与岳母刺字、孟母三迁齐名,成为爱心淮阴的名片;枚乘枚皋、吴鞠通等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南部码头镇是历史人

文资源集聚区,近年来新建的韩信故里、枚乘故里、漂母祠等景点成为了游客来旅游重要目的地。淮阴区可发挥这一优势,把黄

河、盐河风光融入进来,精心设计打造盐河生态长廊、古黄河风光带等重点项目,让“两河三岸”成为淮阴区最靓丽、最具有人

气的风景区。以两河三岸风光为依托建起以母爱公园为核心的滨河文化长廊,包括韩信文化广场、感恩堂、慈云禅寺、自行车公

园、两河三岸景观小品、绿化等,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休闲旅游的好去处。淮阴区生态休闲旅游项目日臻完善,目前已打造省星级

乡村旅游点袁集乡古清口休闲旅游生态园、高家堰农耕文化园、吴城冬枣采摘园、景台农业生态园等景观。同时沿河垂钓、采

摘、骑射、农事体验、国学讲堂等休闲项目备受推崇。利用离城近、交通方便、人文景观众多、农业资源丰富形成优势经济,在

全域旅游新业态背景下形成区域新兴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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