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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存在问题的思考 

——以安徽省太湖县为例 

陈先吉
1
 

（中共太湖县委党校，安徽 安庆 246400） 

【摘 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大业,实现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市场定位不准确、同质化严重、统筹规划滞后、服务水平不高是各地在发展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安徽省太湖县为例,作出分析与思考,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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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养、体育等深度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依

托各地山青水秀的自然禀赋、深厚的文化与民俗底蕴、丰饶的农林水特色产品,大力发展集休闲观光、度假康养和农俗体验于一

体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大业,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高质量

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太湖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状况 

安徽省太湖县继 2017 年被省农委评为“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之后,康养云间、万秀园、金梦湾等 8 家经营主

体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示范企业。鱼游鹰飞、玖玖花海、黄鹤山等 15家经营主体被认定为市级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县以休闲农庄、休闲山庄、特色小岛、垂钓中心、农家乐、采摘园、田园综合体等形式存在的经营主体

有 100多家,发展形势甚好。在这些经营主体和示范点的引领下,该县广大农村正朝着更强、更美、更富的方向发展,乡村旅游已

成为推进全域旅游首位产业的重要抓手。 

2 太湖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定位不准确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年到农村乡间休闲旅游比较热门,其原因在于乡村不仅是一个生产粮食的地方,还是一个离大自然最

近、可以医治城市快节奏生活与现代工业文明创伤的地方。乡村建设专家孙君据此认为“乡村是未来中国的奢侈品”。但是,并

不是所有的农村都适合发展乡村旅游,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分析认为,全国最多只有 5%的农村具有赚取城市人“乡愁”钱的可能;

另有一则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旅游景区只有 10%在盈利,90%在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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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太湖县搞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能不能进入上面讲的两个盈利范围呢?客观分析后的结论是,前景很不乐观。首先是资源

禀赋问题,太湖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稀缺性、唯一性的生态资源,花亭湖、文博园两个 4A景区是我们最拿得出手的两块招牌;其

次是地理区位问题,太湖地处皖西南一角,不沿海、不沿江,距离合肥、南昌、武汉三个省会城市都在 200km 以上,没有地理区位

优势。鉴于此,太湖县乡村旅游的定位,其一是满足本县人民群体休闲娱乐的需要;其二是满足外来政商客人和走亲访友客人休闲

娱乐的需要;其三是区域游客,主要是依靠“一园一湖”两个核心景区来带动周边客源,需求量比较有限。因此,正确认识本地区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开发的现状和前景,找准定位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我们的发展定位应该是先行把内需发动起来,先立足

本县市场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步一个脚印,待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热度以后,再带动周边县市,最后叫响品牌拉动外需。 

2.2没有全县一盘棋的统筹规划 

从政府层面上看,哪些地域、哪些景点、哪些生态与物产资源可用于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底数不清;没有专门的管理指

导机构,没有专业化、高水平的规划设计;到重要景点的线路零散,有景连不成线,有点难留人,多数处在开业热闹几年后便进入自

我发展、自生自灭的状态。 

2.3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不突出,同质化严重 

太湖县大多数乡村旅游景点是借助农林、养殖基地或自然景观,以小院落、小楼房小木屋、果树林及花卉苗圃为建设内容,

以门票、餐饮、垂钓、采摘收入为主要经营项目,多数景点差别不大。让游客参与农事农俗体验互动的项目内容少,体现地域文

化特色的景点更是少之又少,农村特有的乡愁乡情不浓郁。 

2.4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品质及服务水平亟待提高 

由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起步时间不长,缺乏专业组织培训,缺少专业人才,景点质量与服务水平不高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其

一,太湖县的花亭湖具有与千岛湖相似的良好生态品质,多年来就在学习千岛湖的发展模式,但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取到真经、学

出成效,尤其是高质量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是急需解决的大问题。其二,该县的农林水特产虽然丰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像花

亭湖胖头鱼、程岭黑猪肉、弥陀生条、北中豆粑、百里毛香粑、李杜茶干等特色菜品包装设计过于简单,营销渠道相对单一,市

场拓展空间较大,而且都没有进行深度开发,都没有很好地融入到乡村旅游之中。其三,很多经营主体以家庭成员为主,身兼数职,

管理能力、服务水平、经营理念都亟待提高。 

2.5基础设施薄弱,投入力度远远不够 

通过调研了解到,全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经营主体自身投入,缺乏政策支持。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尤其是道路交通、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大。以现有的经营状况来看,很多经营主体满足于小富

即安,继续投入的意愿不强烈。要想把乡村旅游做大做强,做出品牌,需要有长期的资金来投入,项目资金与融资渠道有限已经成

为发展的瓶颈。 

3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3.1加强规划引领,做好统筹设计 

要想把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来发展,一定要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想好了再干,防止折腾、防止

浪费、防止走弯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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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主体多元化、业态多样化、设施现代化、发展集聚化和服务规范化为目标,作出长远规划、明确统筹管理部门、加强市

场化操作、确立建设标准、精心设计院落与房型、严把质量验收关。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在城区周边、花亭湖沿湖培育打造若干

个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生态环保的现代休闲农业园区,建设一批增收机制完善、示范带动力强的现代休闲农庄,培育共享农业、

体验农业等农村新业态。 

要强化休闲农业经营场所的创意设计,提升休闲农业的文化软实力和持续竞争力。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持续做好

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工作。注重农村文化资源保持传承,重点保护修缮汤泉乡蔡畈、龙潭寨古民居等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古村

寨,充分传承好具有地方特色的木作、竹编、油坊、酒坊等百工百艺,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发展元素结合起来,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让山水林田路村成为乡愁永远的记忆。 

3.2开展好“四个一活动” 

开展一次大普查大调研。把全县可利用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资源摸清楚,把现有经营主体的实际状况摸清楚,并充分听

取各方意见。开展一次专题“四送一服”行动。对区域内经营主体开展专题“四送一服”,把相关政策讲清楚,帮助经营主体把

企业的长远规划与政府的整体规划做好对接,协调解决好难点问题。开展一次专项清理行动。对县内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市场

进行一次摸排清理,依法注销空壳企业,回收闲置的土地和资源。成立一个行业协会。成立一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协会,及时发

布共享市场信息,经常组织外出学习考察,加强行业内交流互助与资源共享,实现行业内的“合纵连横”。由行业协会制定相关标

准和实施细则,按星级授牌,规范经营活动,加强服务、安全、卫生和价格监管。依托协会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不断提

升全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水平。 

3.3努力实现“二个突破”和“一个融合” 

实现从“一季旺”到“四季旺”的突破。太湖县农业休闲和乡村旅游产品“单打一”、同质化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花卉、

鲜果类的景点,往往只有一个卖点一个旺季,要帮助经营主体立足现有条件实现旅游产品的创新,增加品种,扩大规模,找准市场

需求转型升级,壮大自身竞争优势。 

实现从单一线路一个景点到一条线路多个景点的突破。以政府规划为抓手,以自愿加入为原则,对全县的休闲农业和旅游资

源进行科学合理的组合。开展同质联合:比如把蔡家畈、龙潭寨、白果寨纳入同一条古村落线路。比如把玖玖花海、八里岗牡丹

园、栀子花岛设计为一条赏花之旅,推行联票制,对外统称“三花共赏”。开展区域联合,比如天华镇的金梦湾、桔子洲、天润峰,

均在一日行程之内,可以打包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各种联合,实现从玩半天、吃一餐到玩一天住一宿的突破。 

实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因地制宜,形成涵盖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民俗文化、农特产

品生产加工、物流、餐饮、民宿等多种业态的产业聚集与整合发展,实现产业、文化、旅游、生态功能的叠加,利用“旅游+”“生

态+”等模式,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催生共享农业、体验农业等农村新业态。比如在景点设立特

色食品、木作、竹编、油榨等小作坊,在景点开设茶舍、大鼓书场、黄梅戏、莲湘舞小剧场,吸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

入,体现生态美、农俗美、乡风美与农民富的有机统一。 

3.4加强品牌培育和宣传推介 

要创新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品牌体系建设,建设一批天蓝、地绿、水净、安居、乐业的美丽休闲乡村。加大康养云间、

梅河谷、九井溪、九龙寨、三千寨等生态氧吧的开发和招商力度。开创禅休品牌,在二祖禅寺、西风禅寺等地开设禅休院舍结合

茶产业做好禅茶文章。大力开发新的景点和线路,如古村落游、花海游、花岛游、风车游、泊湖游等,建设好草莓基地、蓝莓基

地、葡萄基地、青梅基地,营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鼓励各乡镇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品牌,多办节会,多参加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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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朋友,拉动人气,积极组织申报全国星级示范园区和省级示范点。要重视策划工作,既要聘请专业公司策划一些热点效应,也

要充分发挥那些长期在外闯荡的乡土人才的作用,以期设计出“太湖独有”的原创作品。要充分利用网络进行宣传推介,在微信

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上不定期地宣传推介精品路线和特色景点。让城乡居民游“绿水青山”,寻“快乐老家”,忆“游子

乡愁”,乐享吃农家饭、品农家菜、做农家活、赏农家戏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体验。 

3.5推动政策措施细化落实 

这些年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市均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文件,相关部门要细化政策支持措施,特

别是在美丽乡村、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和用地指标上要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倾斜。上级财政每年安

排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资金,要用好用活用实。要摆脱过去“撒胡椒面”式的普惠模式,相对集中地使用政策资金,确保用

到成效最佳的地方。公开公平评选最适合的企业,争取扶持一家就成功一家,扶持一家就能示范带动一片。 

参考文献： 

[1]孙君.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J].城市环境设计,2015(7). 

[2]贺雪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8). 

[3]王昌金.乡村旅游贵在乡村性[J].中国乡村发现,20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