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实现休闲农业文化提升的路径探讨 

——以湖南为例 

肖霞 向平安 李涵
1
 

【摘 要】：“休闲”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文化底蕴，休闲农业的灵魂所在。湖南休闲农业正走出一条农业

与景观相统一、农庄与村庄相交融、景观与文化相协调、一二三产业相融合、生态文明与经济效益相促进的发展道

路，逐步开展了休闲农业项目开发与地域文化、乡土文化、农耕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形成了一批具有文化特色的休

闲农业园区。但湖南休闲农业仍存在文化品位不高、特色不鲜明、雷同性突出等问题。湖湘农业文化资源丰富、类

型多样。湖南休闲农业可以通过广泛开展宣传、加强规划引导、建立准入机制、加强人才培养、实施品牌培育等对

策措施，充分挖掘湖湘农业文化资源，实现休闲农业的文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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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的文化提升，既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要求。近几年来，湖南休闲农业得到

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文化品位不高、文化内涵挖掘不深、文化创意缺失等问题。充分挖掘利用好湖湘农业文化资源，实现休

闲农业的提质升级，有利于更好满足居民休闲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打造农村经济新的增长极。 

一、实现休闲农业文化提升的理论诠释 

（一）文化追求:休闲的本质内涵 

“休闲”一词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休闲”源于古汉语中“休”和“闲”的组合。在《说文解字》中，“休，息止也。

从人依木。”
[1]
同时“休”也被解释为“吉庆、欢乐”。“闲”，门中有木，本义为栅栏,引申出“伦理道德规范、法度”的含

义，如《论语・子张》中“大德不逾闲”。而最早组合使用的“休闲”一词原本是指农田暂停耕作以恢复地力的一种措施，后

又引申出农耕者在农闲时举行庆祝及娱乐活动的意思。从严格意义上讲，休闲不同于“闲暇”和“消遣”，休闲有着更为深刻

的文化内涵，是一种精神休整、心灵净化、自我完善。[2]所以中国古代的儒家提倡诗、书、礼、乐、射、御“六艺”，注重生活

情趣和品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西方休闲 leisure 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schole”，兼有休闲和教育两种含义。把休闲与教育联系在一起，这就表明休闲

本身内蕴一定的教育功能,休闲过程也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通过休闲活动，接受教育,增进知识，提高素质，从而实现“从动

物意义上的休息上升为人的意义上的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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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层面所阐释的休闲的内在含义，不只是休息,也不等于空闲，而是人的一种精神生产,是人在完成社会必要劳动后，为

追求人的多方面需要的不断满足所进行的各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活动。[3]这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人区别于其

他生命体最根本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休闲观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深刻阐述了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有

广泛的需要，既包括物质享受方面，也包括精神文化、自我实现、发展与自由。马克思主张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

人的“自由时间”，使个人能在自由的休闲时间里获得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可见，休闲的内在价值在于使人

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带给人们一种文化的底蕴。[4] 

（二）文化蕴涵:休闲农业的灵魂所在 

休闲农业是依托乡村田园景观、自然生态环境，结合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农村文化活动及农家生活，通过以休闲旅游为主

题的设计与开发，用以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使农业和旅游业有机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产业形态和消费业态。[5]休闲农业不同

于普通农业之处在于生产经营目标的差异，休闲农业的经营目标不再是以农产品的产出作为唯一目标，而主要是产出一系列活

动体验，为旅游消费者提供的一系列参与性、体验性活动。文化是休闲农业的灵魂。休闲农业可以从许多层面为休闲消费者提

供文化体验，如表 1所示。因此,休闲农业的规划与开发，必须注重文化建设，注重乡土文化的挖掘，注重特色农耕文化、地域

文化资源的利用,赋予更多的文化元素，建立一套具有特色的休闲农业文化体系。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田园自然景观

的支撑，更需要文化资源的支撑。 

（三）文化体验:休闲农业消费者的内在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受到重视，仅

仅停留在观光层面的乡村旅游已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工业文明与城市化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现代化的城市高耸着的由钢

筋水泥构成的“建筑丛林”逐渐侵蚀绿色丛林,工作压力、交通拥挤、人际淡漠、快节奏的生活，使城市居民的乡愁情怀愈加浓

烈。乡村原始清新的自然环境、优美秀丽的田园风光、纯真质朴的民俗乡风、底蕴厚重的农耕文化，既带给城市居民一种乡愁

记忆与怀念和向往，也为城市居民缓解劳顿、释放压力、静养身心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和机会。尤其是通过参与休闲农业所提供

的体验性活动，让来自城市的消费者既得到回归自然、感受田园风光的满足,也在对农业文化知识的探索、互动交流、体验中得

到求知求新的满足，得到情感的满足，得到精神愉悦的满足。[6] 

表 1休闲农业的文化功能 

 

项目类别 休闲农业的具体项目 文化功能 

 生产过程的演示和生物多样性 演绎现代农业文明 

生产性项目 农业高新技术应用与机械化 展示现代科技文明 

 绿色生产与生态农业 传播现代生态文明 

 田园风光与自然景观 展示自然生态文化 

景观与设施项目 农业设施与乡村风貌 展示现代农业文化 

 农业文化遗产与特色景观 展示传统农耕文化 

 特色餐饮与农产品销售 传承特色饮食文化 

 手工艺体验与农事节庆 传承特色农耕文化 

服务性项目 乡风民俗与文艺表演 传播特色乡村文化 

 乡村特色户外运动 展示休闲体育文化 

 特色民居与特色服饰 彰显特色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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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挖掘: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需要 

现代工业文明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撞、挤压和侵蚀，越来越多富有特色的乡土文化、农业文

化资源逐渐消失。如何传承和发展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在发展休闲农业的过程中,对

传统农业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科学整理，通过展示加以传承和传播，使传统的农耕文化融入到现代乡村文明之中。比如在

休闲农业园区通过建立农业文化博物馆，展示农业发展历程以及该区域不同发展时期的农业器具、特色文化遗产、农事节庆等;[6]

通过挖掘当地特色手工产品、特色民居、特色餐饮、传统演艺等，既挖掘、传承了传统的农业文化,又丰富休闲农业的文化内涵，

增强了文化功能。 

（五）文化创意：休闲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 

当前国内休闲农业项目没有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地域特色鲜明的农业文化资源,从而导致休闲农业项目雷同性问题突出，项

目定位不明，文化品位不高,文化内涵缺少,特色不鲜明。[6]要推进休闲农业产业升级，就必须在充分挖掘当地农业文化资源基

础上，加强创意设计,实现休闲农业的文化提升。 

重庆市巴克斯葡萄公园是一个文化主题凸显的休闲农业的典型范例。该葡萄公园所表达的文化主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葡萄文化、葡萄酒文化、欧式田园文化;文化表达所使用的载体主要是:空间环境、景观建筑、景观小品、景点命名、广场及

道路铺装、特色植物种植、活动体验，如表 2所示。 

表 2重庆巴克斯葡萄公园的文化主题表达 

文化主题及内容 文化表达所使用的载体 

1.葡萄文化:葡萄的种植历史，

葡萄的植物学特性，葡萄的品

类与品种，葡萄的种植、储藏

与加工技术，葡萄的销售方式、

品尝食用以及其他利用方面的

知识。 

1.空间环境的营造:规划出两个以葡萄生产为主的种植区域和五个以观光娱乐为主的游览区

域,设计建造具有欧式风格的各种景观如水景、小品、城堡等，种植相关的特色植物,展示葡

萄公园的欧式田园文化和葡萄种植文化。 

2.景观小品的设计:公园入口广场建造了葡萄酒神巴克斯的雕塑，并通过欧式古典风情的元素

如廊柱、喷泉、浮雕等展示与葡萄相关的西方文化渊源;葡萄长廊设置了展示葡萄品种习性的

展示牌。 

3.景观建筑的建造:公园建筑如城堡、教堂和住宿小镇均设计成欧式风格。 

2.葡萄酒文化:葡萄酒的酿造

历史，葡萄酒的酿造与储藏工

艺，葡萄酒品牌文化,葡萄酒饮

用文化，与葡萄酒相关各种器

具,以及相关艺术品等。 

4.景点名称的文化气息:如以著名地名命名的“普罗旺斯田园”，以相关人物命名的“巴克斯

广场”“孟德斯鸠城堡”等，以历史典故命名的“伊甸园”“克鲁村”“贝莱裕教堂”，以

著名画作为背景设计并命名的“西苔岛”“莫奈莲花桥”等。 

5.广场和园路的铺装效果:紧扣葡萄和葡萄酒主题选取素材，并与所在区域的主题相配合,从

而为公园文化主题的表达增光添色。 

3.欧式田园文化:展现葡萄种

植园特有的田园风光，营造出

别具一格、充满异域风情的欧

式田园文化氛围。 

6.特色植物的规划种植:根据区域主题选择恰当的植物栽培，营造符合公园风格和文化主题的

自然景观。 

7.供游人参与的体验活动:葡萄栽培知识讲座、葡萄采摘体验、葡萄酒酿制工艺观摩、葡萄酒

品鉴、西方音乐会、西式婚礼等。 

 

二、湖南休闲农业文化利用的实践成效与问题 

（一）湖南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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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休闲农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湖南是起步较早的省份之一。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吃农家菜、住农家屋、观农家

景、干农家活”为主题的休闲农业初级形式“农家乐”就在长沙、益阳两地逐渐兴起。近十年来,湖南休闲农业在数量与质量两

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2020 年中国休闲旅游博览会报告中指出，截至 2019 年年底，湖南全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达

17560个，接待游客 2.1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7.1%,经营收入达到 480亿元，同比增长了 8.9%。全省累计成功创建国家级星级农

庄 220 家、其中五星级农庄 85 家,省级星级农庄 1528 家,其中省五星级 412 家。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湖南休闲农业逐步实现从简单的“吃土菜、摘果蔬、住农家”向回归自然、认识农业、怡情生活、

陶冶性情等方向转变，由早期初级形态的“农家乐”向三产融合、功能多样的休闲农庄发展，逐步朝功能多样化、产业集群化、

经营一体化方向转型升级，正走出一条农业与景观相统一、农庄与村庄相交融、景观与文化相协调、一二三产业相融合、企业

与农民利益相一致、生态文明与经济效益相促进的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湖南休闲农业的发展特色:一是部分休闲农园注重农业

与景观的紧密结合,实现了“农业景观化”和“景观农业化”的统一、生产性与观赏性的协调。二是部分地区实现了农庄与村庄

的交互融合，拓展了休闲农业的空间与功能，促进了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三是越来越多的休闲农业项目实现了

一二三产业的高度融合，形成了种养、加工和休闲娱乐一体化的格局。四是坚持企业利益与农民利益相一致,实现了合作共赢的

局面。五是坚持生态文明与经济效益相互促进，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统一。 

（二）湖南休闲农业文化利用的成效与问题 

湖南休闲农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开展了休闲农业项目开发与地域文化、乡土文化、农耕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形成了一批

具有文化特色的休闲农业园区。一是以区域红色文化为依托的休闲农业，如宁乡花明楼镇、浏阳文家市镇、长沙县开慧村、益

阳山乡巨变第一村清溪村等;二是以传统农耕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为依托的休闲农业,如新化紫鹊界梯田、长沙望城柯柯农艺梦

工厂、龙山县农夫果业休闲山庄等;三是以洞庭湖水乡文化为依托的休闲农业，如岳阳南洞庭湖湿地生态公园、君山野生荷花世

界、湘阴大湖生态农业休闲园;四是以民俗文化为依托的农业休闲园区，如以侗文化特色建筑群和歌舞艺术表演为主体的怀化日

月湖度假山庄、通道的皇都文化村和百里侗文化长廊等;五是以湖湘特色饮食文化为核心的所形成的休闲农业;六是依托古村古

镇历史文化发展的休闲农业;七是依托历史名人文化所形成的休闲农业。 

但就整体而言，湖南休闲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仍不尽如人意，雷同性问题突出，文化品位不高,特色不鲜明。究其原

因:一是开发主体文化意识不强，多数休闲农业项目投资者推动休闲农业文化提升的意识不强;二是区域文化资源挖掘不够，具

有地域特色的农业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应用，比如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湖南，既是当代对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巨大贡献的杂交

水稻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化起源地之一，既有当代袁隆平对世界稻作的巨大贡献，也有先人对稻作的探索,但在

湖南土地上却没有一个全面展示人类稻作文化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稻作文化园或农耕文化园;三是休闲农业项目的文化表现不

当、创意缺乏,一些休闲农业项目滥用文化元素，土洋结合、古今混搭，有的休闲农业园修建徽派建筑，与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

周边环境不协调,有的则修建仿古建筑与设施，与周边的现代农业景观不相搭;四是乡土文化城市化,乡村意象逐渐丢失，越来越

多的休闲农庄背弃了乡村的朴实和谐，一味地贪大求洋,追求豪华,房屋建筑模仿城市风格,地面与道路越来越有城市味道，休闲

设施娱乐项目也模仿城市，乡土味道、乡土特色越来越淡,城市味道越来越浓。 

三、可供休闲农业开发利用的湖湘农业文化资源 

湖南农业文化历史悠久,农业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类型多样。 

一是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和古稻作历史遗存为标志的湖湘稻作文化资源。湖南水稻种植面积广,产量位居全国前列。湖南水

稻栽培历史悠久，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湖湘稻作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巨大。湖湘稻作文化遍布全省各地，如湘东南地区主

要以炎帝神农文化为特色，湘中有起源于秦汉时期的紫鹊界梯田文化，湘西地区则保留着神秘的傩文化。环洞庭湖区的大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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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和捕捞、大面积的粮棉油种植以及大型农业机械操作等,充分展现了鱼米之乡的现代农业文明、现代生态文明和现代农

业科技文明。由袁隆平及其研发的杂交水稻而形成的“杂交水稻文化”更是湖南独有，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湖南稻作历史久

远，稻作文化遗址分布广泛，其中彭头山和玉蟾岩古稻作文化遗址成为湖南是世界最早农业起源地之一的历史见证。 

二是以地方特色农产品为载体的湖湘农业物产文化资源。湖南农业形态多样，物产丰富。众多的农副产品蕴含着深刻的文

化内涵。各地可根据其主导产业、特色产品以及居民消费需求,充分挖掘农产品的文化内涵，发展主题鲜明的特色休闲农业。如

湖南大面积的油菜,其花虽非名花,却年年吸引着无数游人前去观赏,不少地区每年都举办油菜花节，但油菜花的文化功能尚未得

到充分挖掘。湖南盛产湘莲，君山野生荷花世界在发掘荷文化上下了不少功夫,万亩成片野生荷花让游人赏荷诵荷采莲子，品全

荷席，并以“莲”喻“廉”打造廉政教育基地。桃江“竹海”以竹文化为核心开发一系列旅游产品。遍布各地的农村特产如农

村水酒、湘西腊肉、湘中猪血丸子都有提升其文化价值的空间。柑橘、葡萄、桃等果园都可以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打造文化

氛围浓厚的主题休闲果园。 

三是以洞庭湖和四大水系为依托的水文化资源。洞庭湖水域辽阔，水域资源丰富,湘资沅澧四大水系覆盖三湘。八百里洞庭

集“名湖、名楼、名人、名文、名岛”于一身，积淀了浓厚的文化气息。环洞庭湖水乡拥有丰富的水文化资源,包括湿地文化、

渔文化、湖鲜美食文化、水乡风俗民情等。可依托这些资源,开发生态旅游、水上游乐、休闲渔业、特色餐饮等综合休闲旅游项

目，如开发以养鱼、捕鱼、钓鱼、捉鱼、吃鱼、识鱼、赏鱼等为内容的集渔业+鱼文化为一体的休闲渔业项目，在基地上养殖生

态有机鱼，开发水上垂钓项目，修建鱼博物馆，建造鱼文化广场或鱼文化长廊,建造与鱼相关的雕塑,开设主要销售观赏鱼、鱼

制品和各种有关鱼的工艺品等的鱼商品特色商店，开设鱼文化主题餐厅等。 

四是地域特色鲜明的饮食文化资源。休闲农业虽是从“吃农家饭、住农家院、摘农家果”发展起来的。但目前很多农家乐

的农家饭失去了农家味，丢掉了乡土本色。如新化奉家的古桃花源所在乡村自古以来流行用“公筷”夹菜的风俗，很有地方特

色，值得弘扬，但当地农家乐为游客提供饭菜时却省略了用“公筷”的做法。休闲农业园区和农家乐的餐饮一定要体现乡土本

色，突出地域特色。一些乡村传承和开发了传统乡土席和特色菜品，如冷水江铎山全牛席、新化白溪豆腐全席、君山荷花世界

全荷席、洞庭湖区全鱼席以及郴州坛子肉、新化三合汤等。 

五是古村落和特色小镇孕育的特色乡土文化资源。湖南境内古村古镇众多，已列入首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的有 5 个，并规

划建设特色旅游小镇 100 个。这些小镇拥有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并初步培育了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如被誉为“渔都”的长

沙望城的水乡古镇乔口镇,在深度挖掘鱼文化等古镇文化特色上做文章,大力发展水产业，以开天、翠翠、金豆豆等农业企业为

主体，开发特色体验休闲农业项目。有“南国药都”之美誉的邵东廉桥镇凭借特色鲜明的中药材产业挤身全国特色小镇行列。

廉桥镇自隋唐起以种植经营药材为业，药文化浓郁。该镇紧紧围绕药材这一特色主导产业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传承和创新药文

化,把廉桥镇建设成为“中药小镇、旅游名镇”。怀化高椅村是一个典型的古民居建筑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拥有独具特色、内

容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包含在建筑布局、水利营建、清廉自守、耕读传家、重商守儒、侗汉和合等方面。该村应以“寻回消

逝的乡愁”为主题，以古村落为依托，以周边农田山林为基础,打造富有特色的高附加值的休闲农业。 

六是丰富多彩的区域民俗文化资源。湖南民俗文化资源蕴藏量大,各地都拥有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张家界在发

展休闲农业中，注重对接民俗文化,主动把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俗风情、民间艺术元素等融入休闲农业项目

之中，取得良好效果。如永定区一依带水的两个村马头溪和关水坪，既着力保护传承土家吊脚楼等土家民族文化遗产，又大力

发展现代生态观光农业,结村连片种植优质水稻 2800多亩,形成了传统民俗风情与现代生态农业深度融合的乡村休闲旅游产业。 

七是与农业文化紧密相连的历史文化资源。湖南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境内历史文化遗迹众多，如道县玉蟾洞万年前的

稻作遗址、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和彭头山古稻田遗址、三国吴简、里耶秦简、南方长城等;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底蕴浓厚的湖湘

文化。这些历史文化资源遍布全省各地，为各地发展休闲农业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给养。长沙望城的彩陶源村依托铜官窑遗址，

充分挖掘陶瓷文化,把打造休闲产业与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使彩陶源村成为了具有浓浓田园气息、如诗如画山水风光、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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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乡土风味的城乡一体化示范村、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八是分布广泛的自然景观与生态文化。湖南自然景观丰富多样,地貌类型齐全，地质遗迹众多,尤以岩溶山水、砂岩峰林、

丹霞风光和花岗岩景观等为最具影响;森林面积广阔,物种资源丰富;江河湖泊众多,以洞庭湖为汇聚中心，以湘、资、沅、澧四

水为主干，由 5000多条支流共同构成了湖南境内的完整水系。景奇、山清、水秀、林盛的“潇湘”山水风光和生态文化，为湖

南休闲农业和绿色消费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基础。 

四、湖南休闲农业实现文化提升的对策措施 

湖南各地应充分挖掘其各具特色的农业文化资源，提升休闲农业的文化创意，通过文化提升实现休闲农业的转型升级。 

（一）强化“农”字特色，通过引导休闲农业回归本位实现文化提升。针对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城市化倾向，要通过广

泛宣传，使休闲农业投资者、经营者充分认识到,建设休闲农庄、农业园区,不是建造城市公园，不是建设城市休闲娱乐场馆。

休闲农业是一种把农业和休闲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产业形态，其基础是农业。因此，必须紧紧依托青山绿水、田园风光、乡土

文化等资源，坚持以生态农业为基，以农耕文化为魂,以创新创意为径,实现休闲农业的提质升级。 

（二）加强规划引导，通过推进休闲农业规模发展和融合聚集实现文化提升。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休闲消费的

变化趋势，制定促进休闲农业提档升级的指导意见，重点对休闲农业在地域文化挖掘、乡土文化开发、农耕文化应用上给予规

划指导、政策扶持、提供服务。积极支持农民发展农家乐，并引导其提升品质、打造特色，避免把农家乐办成餐馆加棋牌室，

鼓励发展前店后园（菜园、果园、鱼塘等）或园中开店等特色农家乐，让消费者能吃上“园里摘的菜、塘里钓的鱼、柴火炒的

肉、木甑蒸的饭”；鼓励发展基于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和主导产业定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休闲农业聚集村，实现从点状发

展到片状打造，形成聚集规模和区域特色;鼓励多元投资主体和农民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在适宜区域发展以拓展农业功能、

传承农耕文化为核心，兼顾度假体验的休闲农庄,以及具有科普、教育、示范以及传统农耕文化展示功能的休闲农园。 

（三）加强准入审查，通过建立准入机制和加强项目审核论证实现文化提升。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休闲农业不能无

限制盲目发展。而农业文化资源又有巨大的挖掘应用空间。因此，要尽快建立休闲农业的准入机制。休闲农业的准入门槛应包

含农业文化元素应用程度、应用形式及其特色之处等内容。休闲农业项目的准入审查必须要举行有文化领域专家参与的论证会。

从而引导项目投资者重视对地方农业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应用，促使休闲农业企业重视文化主题的策划,重视文化要素的运用，以

此提升整个行业的规格和品位。 

（四）加强人才培养，通过提高休闲农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实现文化提升。文化品位的提升需要从项目策划、方案设计、

工程施工、经营管理、接待服务等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入手。这就要求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从业人员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理念、

文化素养,并具备相关的农业文化知识，把握相关农业文化的内涵。因此，要加强休闲农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大从业人员培训

力度。在农林高校有关本科专业和研究生培养中增设休闲农业方向，为休闲农业产业培养从事项目规划、营销策划、高层管理、

农业技术等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高职院校和中职中专设立休闲农业专业。加强对各类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帮助他们提

升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 

（五）加强品牌培育，通过典型示范和氛围营造实现文化提升。休闲农业的品牌培育要注重“五个有”：有农味、有品味、

有特色、有市场、有效益。要通过实施最美休闲乡村推介、美丽田园推介、休闲农业星级评定、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示范等

品牌培育工程，开展休闲农业特色村、星级户、精品线路等创建与推介活动，着力培育一批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知名品

牌和各具特色的地方品牌。要通过举办农事节会活动，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充分展示和挖掘区域特色农业文化资源，为休闲农

业的品牌培育提供造势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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