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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郊休闲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在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有着其独特的作用,同时,

发展近郊休闲农业也是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缩小城乡差距带动当地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对重庆市休闲农业发

展状况的研究,提出了重庆市发展休闲农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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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休闲农业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延长

农业产业链,带动农民就业,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

力快速转移,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为农业规模化生产提供有

利条件。另一方面休闲农业有利于城乡在科技、医疗、教育、

信息等方面进行沟通交流,使城市人了解农村文化和农业生

产,农村人转变发展观念和提升素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从

而实现现代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1 休闲农业相关概念介绍 

休闲农业源于休闲产业,而休闲产业泛指提供休闲服务

及满足休闲需求的产业。目前,国际上对休闲农业概念的界

定尚未统一,国内外文献中常常出现如“休闲农业”、“观光

农业”、“旅游农业”等多种说法,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休闲农

业与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同。根据国内学者对休闲农业概

念研究的不同侧重点,现行的休闲农业概念分为三类：以

“农”为主的休闲农业、以“旅”为主的休闲农业以及复合

型产业的休闲农业。 

2 重庆市休闲农业发展条件 

2.1 重庆资源优势明显 

重庆山地和丘陵面积达 80%以上,森林覆盖总量

303.42km2,山地农业资源丰富；重庆江河众多,构成了以河

谷流域的垂直景观、丘陵低洼部分的平坝农业景观等多种休

闲农业立体景观带；重庆动植物资源丰富,北碚缙云山、南

川金佛山、武隆仙女山等国家级森林公园环境优美,夏季避

暑,冬季滑雪等活动逐年增加。重庆民俗文化深厚又独特,

聚集了汉族、苗族、土家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各民族之间

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特色饮食文化、生活方式等。 

2.2 重庆交通条件优越 

重庆除了被称作“山城”,它还被称为“水城”,全市贯

穿嘉陵江和长江,水路通达；近年来重庆逐渐形成了以主城

为中心,直接连接全市90%以上的区县高速公路骨架,农村道

路整修良好,只要各区县有有价值的休闲农业项目活动,打

造出旅游品牌,人们都可以有机会坐车前往。 

2.3 重庆消费市场大 

重庆拥有近 3000 万人口,人均 GDP 逐年增加,繁重的工

作压力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强烈的旅游动机,休闲旅游农

业市场也逐渐扩大。重庆拥有“山城”之称,许多游客都慕

名前来游玩,浓厚的巴渝文化深深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

另外,重庆“火锅”和“美女”这两张名片也吸引了不少消

费者,来重庆游玩吃地道正宗的重庆火锅也成为了不少游客

来重庆的动机之一。 

3 重庆休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科学规划不到位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休闲农业基本是以农民自主、乡企合

作进行开发,缺少科学整体规划,部分景点项目较为单一,功

能不全,档次不高,布局不合理。同时这些观光休闲景区的基

础设施不完善,市场定位不准,没有科学的管理和法规制度,

不能很好地与市场接轨,因此,经营较为无序混乱。另外由于

规划不到位引起游客的安全,卫生等得不到满足,同时在项

目具体开发建设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混乱性,导致休

闲农业发展受到阻碍。 

3.2 管理及服务水平较低 

重庆农业休闲现有制度和管理机制不健全,农业及旅游

部门职能混乱不清,工作分工不协调。大部分休闲农业旅游

区的道路、园林绿化、风险防控、管理服务以及食品安全没

有统一的标准和制度,无法进行规范管理。因此,游客的住

宿、餐饮、娱乐等卫生、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影响了休闲

农业的稳步发展。 

3.3 服务人员的素质不高 

重庆休闲农业从事管理和服务的人员基本都是本地从

事劳动生产及外出返乡人员,这些服务人员拥有大专以上学

历的毕业生较少,服务人员基本都是初中及以下学历,教育

程度较低,缺少旅游和农业等专业服务技能和相关专业知识,

不能满足游客的要求,导致景区的服务水平和能力不高,阻

碍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 

3.4 档次及品位偏低 

虽然近年重庆休闲农业正在健康发展,但发展规模较小,

品牌不强,功能单一,多数 x 休闲农业区设施薄弱,休闲产品

内容不丰富,缺少生态、人文理念的灌输,内涵及品位不高,

市场竞争力不强。真正具有高品位、多功能的休闲农业景区

不多,基本都是常规化的旅游项目,酒店规模和品位不高,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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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品没有创新性,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旅游和休闲需

求。 

4 重庆休闲农业发展的策略 

4.1 科学规划,突出体闲农业特色 

发展休闲农业,做好科学发展规划是关键。一是要遵循

科学发展理念,注重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生态保护,要将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景点,突出

地区休闲农业的特色。二是要重点开发乡村文化资源,突出

乡村地域特色,增强旅游产品内涵。三是要详细调查当地资

源优势、市场容量、周边环境和区位条件等因素,根据功能

制定发展方向和目标,打造休闲农业品牌。四是要重视乡村

环境保护,把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共同发展。 

重庆黔江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在2019年建成三塘盖4A级

景区,三塘盖乡村旅游开发从乡村旅游到景区 终形成度假

休闲游的发展模式,建成独具特色的高山休闲度假区,实现

农业、文化、体育等与旅游融合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示范点。

目前,正在全力推进游客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云浪酒

店等硬件设施建设和白沙塘、长莲池民房改造,以及游览系

统、安全系统、智慧系统等配套设施建设。整理三塘盖景区

文化内涵资料,提炼特色文化主题,辅以民俗文化元素,丰富

景区内涵。通过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确保 2019 年底建

成 4A 级景区。 

4.2 提高对发展休闲农业的认识 

只有充分重视休闲农业,才能更好地推动休闲农业发

展。(1)充分认识发展休闲农业的重要性。休闲农业对地区

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2)重视农耕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3)重视住宿、

餐饮、金融及运输等服务业的带动作用,从而带动农民进行

就业。充分认识发展休闲农业对推动城乡一体化、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及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性。黔

江区结合市民下乡休闲、娱乐的需求,围绕“春季观花、夏

季纳凉、秋季采果、冬季观雪”的季节特点,着力加快白土

三塘盖、小南海十三寨、金溪千年银杏及情人谷、水市水车

坪、石会中元、沙坝三台、五里乡五里社区、蓬东麻田村等

休闲农业示范点建设。区委区政府大力重视休闲农业,以休

闲农业为契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 

4.3 规范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一方面,要制定和出台休闲农业发展标准和法律法规,

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从休闲农业申报审批、人员上岗培训,

食品安全、卫生及医疗保障、价格制定、经营管理等多方面

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服务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的

培训力度,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此

外,应建立淘汰奖励机制,定期对休闲农业景点进行评估,政

府要充分发挥监督管理作用。 

4.4 加强景点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投资渠道 

休闲农业的发展应该采取多元化投资形式。一方面政府

要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休闲农业的发展,扶持的重点应以景点

交通、排水、供电、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另一方

面要拓宽投资渠道,鼓励和引导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参与

休闲农业的发展,并提供各方面信贷支持。此外,要放宽政策

吸引外来企业进行投资建设,提高建设标准。 

4.5 加大宣传和营销力度 

加大营销投入力度,利用电视、网络、报纸、广播、期

刊等多种媒介宣传本地休闲农业景点。同时举办果蔬“采摘

游’、“农业科普培训”、“田园观光游”等多种活动,通过人

际交流达到宣传的目的。此外,要加强与旅行社和其他周边

景点的合作,进一步扩大旅游市场,吸引更多游客来参观、休

闲、度假。 

4.6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休闲农业作为现代都市农业向农村的延伸,是现代化农

业发展的更高阶段,它强调农业生产和人、都市、自然等诸

多要素协调起来良性发展,而不应该以乱砍滥伐、破坏植被、

滥占耕地等造成水土流失、环境恶化为代价。“中国游客”

一度成为热搜词,乱涂乱画、乱扔垃圾等不文明旅游现象十

分严重,这给休闲农业良性发展带来了挑战。因此,我们应该

制定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不文明举止,更要提高人们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 

5 结语 

重庆市休闲农业处于健康发展阶段,已经形成良好态势,

本文从重庆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条件分析,提出了一些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休闲农业发展的策略,这对于进一步促

进重庆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休闲旅游需求,

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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