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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三农”问题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2004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

意见》 ,反映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采取

的有效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 ,不仅仅要发展高

效优质农业 ,还应从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中寻求

发展之路 。

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 ,具有与其

他部门关联度高 ,就业门槛相对较低 ,保护环境 ,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特点 ,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农业旅游作为现代

旅游的一个新产品 ,具有成本低 、参与性强 、体验

性强 、自然朴实等特点 。农业旅游在解决农村剩

余劳动力就业 、增加旅游景区周围农民的收入 、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 、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

1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

当前 ,我国农业 、农村和农民中存在着许多矛

盾和问题 ,最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 。农民收入

长期上不去 ,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不

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影响全国粮食

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而且

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 ,

而且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不断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 ,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

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 ,既是重大的经济

问题 ,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2　农业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观光农业始于二战后的欧美国家 ,后来在日

本等国充分发展并日趋成熟。特别是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 ,随着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水

平的不断提高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视 ,越来越

多的城市居民选择远离城市的乡村作为度假地。

我国农业旅游的萌发 ,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国内

旅游走向兴旺发达之后 。1998年 ,国家旅游局在

对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验收中 ,对北京的“锦

绣大地”农业旅游 、上海孙桥农业旅游经验和做法

的肯定 ,拉开了我国农业旅游的序幕。

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生产过程 、农村风貌 、农

民劳动和生活场景等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

动。涵盖了“观光农业” 、“休闲农业” 、“观赏农

业” 、“生态农业”等。利用现有农村空间 、农业自

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

划 、设计与施工 ,把农业生产 、农艺展示 、农产品加

工 、农村空间出让及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 ,

使旅游者充分领略富有大自然情趣的现代新型旅

游业 。农业旅游不仅是现代旅游业向传统农业延

伸的一种新尝试 ,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农业

只会向土地要粮食 、要产量的单一经营思想 。农

业旅游向我们开启了一个新思路 ,这就是 ,商品农

业不仅仅是给农副产品找市场 ,还可以让农村变

成大市场 。

3　发展农业旅游 ,解决“三农”问题

农业旅游已成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解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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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成为我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发

展的新的增长点 。将“三农”推向市场 ,把农业 、农

村 、农民生活 、农产品等作为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

开发 、利用 ,实现了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面对

接。

3.1　以农业旅游的发展带动农民收入的提高

通过农业旅游的发展 ,带动农民收入的增长 ,

是发展农业旅游的重要意义。告别传统的种植农

业 ,向观光农业和高效农业发展 ,成为我国农业今

后的发展方向。

南京江心洲通过举办“中国南京江心洲葡萄

节” ,打响了农业发展的品牌。江心洲的葡萄原来

每公顷收入只有 10 500 ～ 12 000元 ,而且农民还

要担到城里卖 。开发特色农业旅游后 ,将游客直

接吸引到地头 , 每公顷葡萄的收入可达 30 000

元。1999年 ,江心洲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5 147

元 ,2003年达到了 6 360元。目前的江心洲已经

初步走上了一条发展庭院农业 、特色农业 、都市农

业 、旅游农业 、生态农业 ,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

收 、农村稳定的成功之路 ,为因地制宜解决“三农”

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2　通过农业旅游的发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业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

口的近 80%。2003年 ,全国农村劳动力离乡外出

就业的总人数约为 9 900 万人 ,比上年增加 500

万人 。未来 10年 ,旅游业直接就业人数每年将增

长 70万 ,间接就业人数将增长 350万。即中国旅

游业在今后的 10年里 ,可提供 4 000多万个就业

机会 。发展农业旅游 ,改变农民传统的生活 、劳作

方式 ,在大量的农闲时间从事“农家乐” ,既提高了

农民收入 ,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 ,又有利于农村

精神文明的建设 ,加速农业结构的调整 ,维护农村

形势的稳定。

3.3　发展农业旅游 ,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旅游的发展 ,将多形式 、多渠道丰富和促

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使农业向纵深方向发展。

陕西杨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 ,开发出了“新天地农业科技示范园” 、“昆虫博

物馆” 、“中富绿色硅谷” 、“节水科技博览园”等农

业旅游的精品景点。“新天地农业科技示范园”在

温室大棚中采用无土栽培的方式种植黄瓜 ,每公
顷产量达 75 000 kg 。游客在此既可以观看农业

高科技发展的成果 ,参观后 ,还可以买些带回家。

2003年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共接待中外游

客150多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 2.26 亿元 ,旅游总

收入占 GDP 的 24%,树立了我国高新技术农业

和农业旅游发展的典范。

3.4　以农业旅游的发展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

展

旅游业具有极强的关联带动性 。农业旅游的

发展还可以有效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河南

省驻马店泌阳县以花菇甲天下 ,他们围绕旅游观

光农业大做文章 ,走出了一条“以资源兴旅游 ,以

旅游促开放 ,带动农村经济腾飞”的发展新路子。

他们重点发展了盘古山 、铜山湖及连接小乔庄香

菇技术开发园区 、马谷田优质瓢梨 、板栗等基地 ,

分别规划种植了梨 、枣 、板栗 、杏 、柿子 、桃等 16种

高效经济作物 ,使旅游观光与农业开发紧紧融为

一体 。仅 2003年 ,该县就接待游客 90万人次 ,实

现收入 1 900多万元 。

3.5　发展农业旅游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在开发农业旅游时应选择生态效益型的发展

模式 ,注意保持农村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重视经

济 、社会 、生态三大效益的相结合 ,走中国农业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展观光农业 ,转变传统

的农业生产格局 ,发展绿色食品和特色作物的生

产 ,能够满足人们对无公害食品的需求 ,提高我国

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获得农业 、旅游的双重效

益。

发展农业旅游 ,是旅游部门主动参与国家产

业结构的调整 ,与其他产业部门携手发展 ,进一步

发展大旅游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 ,发展农业旅

游更符合国家“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经济 ,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

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中国是一个农

业大国 ,农村是一个极为广阔的市场 ,农业旅游必

将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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