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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创新发展的路径分析

—
以廊坊市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为例

黄凤刚 单福彬

摘要
: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为城市居民 日常休 闲提供 了新场所

。

基于

农业休闲园区的实际情况
,

探索出一条创新发展的路径
,

不仅能够满足城

市居民 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
,

而且有利 于促进休闲农业 园区的持续发展
。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创新发展
,

需要针片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特点
,

立足

园区发展定位
,

充分利用 区域特 色农业
、

文化
、

生态和科技资源
,

设计并

不 断创新 园区的休闲游乐项 目 ; 基于园区培育园区的核心资源
,

打造园区

的休闲服务品牌 ; 与 区域内其他休闲园区
、

农业基地
、

文化企业等组织建

立战略联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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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中城市周边地区 100 公里左右范围内是城市 居民周末休闲度假

的高频出游地区
。

这种近程
、

短期
、

高频的 出游行为
,

促进了大城市周

边地区休闲游憩的密集区域的形成 [` 〕 。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 区正是在大中

城市周边地区 内
,

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
,

以休闲功能为核心的现代农业

园区
。

科学选择城郊型农业园 区的创新发展的路径是实现园区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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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郊型休闹农业园区发展的特征

1
.

1 满足城市居 民休闲需求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大多坐落于大中型城市的郊区
,

是城市居民放松

的
“

后花园
” 。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主要基于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特点
,

为游客提供具有现代农业特色的休闲服务
,

为城市居民提供缓解压力
、

放

松心情
、

亲近自然的全新空 间
。

1
.

2 游乐过程中突显参与性

城郊型休闲农业多提供的休闲服务与一般旅游服务相比
,

具有显著的

参与与体验的特点
。

在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内
,

针对消费者的需求
,

创造

性地开发具有差异化
、

人性化
、

高附加价值的体验式游乐项 目
,

让游客不

仅可 以参观游览
,

更重要的是可以亲自参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
。

1
.

3 以现代高新技术为支撑

以农业高新技术为主的现代科技
,

是打造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功能的

关键要素之一
。

依托现代农业的装备技术
、

信息技术
、

通信技术等
,

建设

现代化的智能温室
,

对农作物的生长环境进行控制
。

同时
,

利用种苗技

术
、

生物技术等
,

在温室中培育新
、

奇
、

特农作物以满足城市居民的观光

体验需求
。

1
.

4 经营项目需要持续创新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的游客通常以本地居民为主
,

要保证园区的持续

稳定发展
,

必须不断创新经营项 目
,

吸引游客经常性光顾
。

经营项 目创新

的关键是立足园区的主题
,

与游客的需求进行有效结合
。

以园区的功能为

核心
,

进行经营项 目与旅游产品的设计
,

并充分突显出园区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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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郊型沛闹农业园区创新发展面临的关健问题

2
.

1 树立科学发展理念
,

强化休闲农业产业本质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是基于农业生产发展起来的休闲产业形态
,

与其

他休闲产业形态相比
,

具有回归 自然的特点
。

当前
,

一些休闲农业园区在

发展过程中
,

对园区规划与景观营造是模仿风景区的做法
,

结果造成很多

本属于公园或风景区的设施和人工景点却出现在了农业观光园区内 ; 在园

区休闲项 目设置上
,

不是立足农业
、

自然
、

生态来设置具有农业休闲特点

的项 目
,

而将城市其他休闲项目简单地移植到园区内
。

着与休闲农业的基

本定位相矛盾
,

也难以突出休闲农业的特点
。

因此
,

在城郊型农业园区的

发展
,

需要树立正确发展观念
,

处理好农业休闲与其他休闲娱乐的关系
,

突显农业休闲园区生态休闲的特色
。

2
.

2 明确园区发展定位
,

科学设计休闲娱乐项目

当前
,

国内很多休闲农业园区在发展过程 中
,

由于园 区发展定位不

清
,

导致休闲娱乐项目设置上相互模仿
、

大同小异
,

造成园区项 目整体价

值水平较低
,

难以给游客带来更多收益
。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 的创新发

展
,

需要在充分调查分析产业优势
、

挖掘区域农业文化与自然资源的基础

上
,

对园区的发展进行准确的定位
。

基于园区发展定位与休闲主题
,

立足

周边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
,

科学设计园区的休闲服务项 目
。

避免简单照搬

照抄其他园区或模仿一般旅游景点的做法
,

使园区失去 自身特色
,

丧失吸

引力和竞争力
。

2
.

3 提高产业社会地位
,

有效吸引聚集专业人才

休闲农业是融合农业与旅游业功能的新兴产业
,

产业发展需要大量复

合型人才
。

在实践中
,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 区大多地处城市郊区
,

且与农业

生产相关联
,

因此
,

无论是工作地点
,

还是工作环境
,

都难以有效吸引优

秀人才
,

这已成为制约休闲农业园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

休闲农业园区

创新发展
,

需要政府与园区经营者共同合作
,

培养
、

吸引优秀人才
。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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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应将休闲农业人才培养纳入到当地人才培养体系中 ; 园区经营者

则应该为从业人员提供良好的待遇与发展机会
,

积极吸引优秀人员加盟
。

2
.

4 把握游客心理需求
,

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建设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服务
,

要保证园区能够持续

发展
,

必须基于城市居民的需求特点
,

在提供休闲服务的同时
,

要积极完

善园区的配套服务体系
。

包括为游客提供农业生产
、

农产品加工等相关专

业知识 ; 宣传特色农业文化
,

让游客获得深刻的了解
、

体会 ; 为游客提供

相关信息服务
,

提高游客游览效率 ; 以及提供卫生
、

餐饮
、

停车等服务
。

通过配套服务体系的完善
,

提升游客休闲娱乐的满意度
。

3 实现城郊型休闹农业园区创新发展基本思路

要实现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的创新发展
,

需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间题
:

内在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

外在服务品牌的打造 〔2〕 。

要解决这两个基本问

题
,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实现
。

3
.

1 强化园区特色资源利用

提升内在核心竞争力
,

需要从宏观层面对园区作出系统性规划与前瞻

性的发展战略
,

为园区的未来发展提供导向作用
。

基于园区发展规划与定

位
,

积极吸引
、

有效利用特色资源
,

完善园区休闲服务的价值结构
,

为游

客提供高水平的休闲服务 s[]
,

完善园区发展的保障体系
,

培育农业休闲园

区的竞争优势
。

3
.

2 培育特色休闲服务项 目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的创新发展
,

需要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来打造富有

园区 自身特点的休闲旅游产品
,

从而塑造园区休闲服务的品牌 [’]
。

特色休

闲服务项 目的培育
,

要基于园区的发展定位
,

结合园区特有的科技
、

文

化
、

生态要素
,

进行创新设计
。

通过特色休闲服务项 目的设计与运行
,

让

游客深切体验并感受到园区的特色
,

给游客带来更多的收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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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建立外部战略合作联盟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 的创新发展
,

仅仅依靠园区 自身的力量是不够

的
,

需要与相关组织建立战略合作联盟
,

借助外部合作主体的力量
,

获得

必要的金融服务
、

信息服务
、

技术服务
,

为园区发展提供支撑
。

同时
,

通

过与区域内旅游景点
、

娱乐场所
、

休闲场所等建立战略联盟
,

实现资源
、

信息
、

营销
、

客源的共享
,

进而扩大农业休闲园区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

4 俪访市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创新发展的路径分析

4
.

1 廊坊市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发展的基本状况

廊坊市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位于廊坊市城区西部
,

占地面积 20 万平方

米
,

处于北京与天津两大城市之间
,

是集观光体验
、

休闲娱乐
、

康体健

身
、

科普教育
、

农业文化展示
、

农产品展销
、

餐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大

型生态农业休闲园区
。

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分为农业文化展示区
、

农业科技示范区
、

农产品

展览区
、

科普教育区
、

特色农业生产体验区
、

生态休闲娱乐区六个功能

区
。

每个区域内依据核心功能设置相应的经营项 目
,

六个功能区之间
,

彼

此协调
、

相互呼应
、

共为整体
。

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以智能化温室为基

础
,

将农作物种植与园林景观设置
、

植被花卉绿化进行有机融合
,

创造出

既具有田园风格
,

又充满时尚感的休闲环境
。

廊坊市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

的建设与运行
,

极大地满足了北京
、

天津和廊坊本地城市居民的休闲需

求
。

同时
,

也为我国北方地区休闲农业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作用
。

4
.

2 廊坊市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创新发展的路径

为了实现持续发展
,

廊坊市九天创意农业园围绕
“

舒适
、

快乐
、

幸

福
”

这一核心主题
,

针对园区内每个功能区的定位
,

强化游客在休闲中的

体验感知程度为基本原则
,

设计相应的休闲娱乐项 目
。

在项 目设置上
,

十

分注重游客的参与性与互动性
,

让游客参与到农作物种植
、

农产品加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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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制作
、

地方戏曲演出等活动
,

让游客在活动中扮演相应角色
,

不仅

让游客获得了农业生产体验
,

也增长了相关技术与技艺
。

园区内的休闲娱

乐项 目也会随着游客需求的变化
、

季节变化
,

以及其他休闲行业经营的变

化
,

进行相应调整与创新
,

充分保证了园区持续的活力与吸引力
,

使游客

体验到
“

常来常新
”

的乐趣
。

塑造园区品牌是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发展的另一关键举措
。

为了打造

园区品牌
,

强化园 区在游客心 目中的地位
,

园区以 四季如春的环境为基

础
,

将富有特色的休闲娱乐项目与特色产品销售有机结合
。

实现了以特色

项目带动特色产品销售
,

以特色产品驱动特色项目发展的
“

双链运行
”

模

式
。

通过基于园区主题的品牌化发展
,

将园区构建成了现代农业休闲体验

的平台
、

特色农业文化展示的窗口
、

特种农产品与工艺品交易的场所
,

有

效地提高了园区的吸引力与盈利能力
。

5 城郊型沛闹农业园区创新发展的主要措施

5
.

1 依托城市发展完善园区的休闲功能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是依托城市发展起来以服务功能为主导的产业
,

其创新发展是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
。

随着城市空间布局的变化
、

城市居民

消费结构的变化
,

休闲农业园 区的功能体系也要进行相应的创新与调整
。

廊坊市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充分利用北京
、

天津城市发展变化过程带来的

机遇
,

仅仅围绕廊坊市
“

环渤海地区休闲度假之都
”

的城市定位
,

以体验

功能为主导
,

逐步拓展园区的示范
、

展示
、

科普
、

健康等功能
,

并与特色

农产品销售
、

学术交流等功能进行融合
,

实现不同功能业务之间的良性互

促
。

在有效满足居民的休闲需求的同时
,

也为城市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

5
.

2 加强对特色农业文化的挖掘与利用

农业文化是休闲农业园区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
。

在城郊型休闲农业园

区的发展过程中
,

需要加大对区域内特有农业文化的挖掘和利用
。

廊坊市

九天创意园区充分挖掘廊坊地区的农耕文化
、

民风民俗
、

节 日文化
、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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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资源
,

在园区内推行地方戏曲演出
、

民间工艺表演
、

农产品加工工

艺展示
、

传统节日庆祝等活动
。

通过将这些特色文化的具像化展示
,

不仅

让游客得以深刻体会
,

而且带动了相关农产品
、

工艺品的销售
,

延长了园

区休闲服务的价值链
,

实现了游客满意与园区收益增长的双赢
。

5
.

3 构建休闲农业园区发展的组织联盟

借鉴
“

园区 + 企业 + 基地
”

的组织模式
,

将不同类型的休 闲农业园

区
、

农产品加工企业
、

农产品生产基地
、

农产品贸易公司等各类组织组建

成战略联盟
,

是促进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发展的战略性举措
。

廊坊市九天

农业创意农业产业园
,

充分利用空间区位优势
,

与廊坊市辖区内的现代农

业科技观光园区
、

观光采摘基地进行战略合作
,

在使游客以较低成本
,

可

以在不同类型的休闲农业园区内体会到各具特色的休闲服务
。

同时
,

九天

创意园积极强化园区优质农产品展示
、

交易的功能
,

与周边地区农产品种

植养殖基地进行合作
,

在促进农产品销售的同时
,

也借助农产品销售带动

园区休闲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

5
.

4 吸引市场主体提供专业化配套保障

城郊型休闲农业园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

涉及农作物种植
、

园林绿

化
、

贸易交流
、

会议服务
、

餐饮住宿等多项业务领域
。

要保证园区创新发

展
,

需要积极与专业化的服务组织进行合作
,

为园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

廊坊市九天创意农业产业园在运营过程中
,

先后与专业化的果蔬种植技术

服务公司
、

园林绿化服务公司
、

农产品物流配送公司
、

专业会议服务公司

等组织合作
,

降低了园区的经营成本
,

促进了园区将资源集中于核心业

务
,

从而提升了园区的核心价值水平与竞争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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