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第 3期现代园艺

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产业园区规划探索
———以鄂尔多斯万通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为例

史鸿谦 1 段广德 2

（1内蒙古四子王旗林业局，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1800；2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

摘 要院介绍了以人居环境学、景观设计学为理论指导，以区域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为基础，通过风景园林学的规划
设计方法，试图寻找出一套人与土地、土地与环境间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园区的规划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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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合性地论述了鄂尔多斯万通农牧业科技示范园

区在规划过程中尝试多元化经营农业产业、发展科研创新型

农牧产业、综合利用土地等方面。

1 鄂尔多斯万通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概况
1.1 区位简介

鄂尔多斯现代农牧业科技示范园总占地面积 402hm2，位

于达拉特旗白泥井镇海勒素村东 3.5km（吉巴线 96km处南

侧）。该园区全部租用农民土地，年租金 300元 /667m2，合同

租用期为 20年。园区的定位是最终建设为集农牧业科研、先

进技术推广应用、农畜产品生产深加工、爱国主义教育、休闲

旅游等多元化产业于一身的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性现代农业

园区。

1.2 地理、气候概况

图 1 鄂尔多斯万通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总平面图

园区位于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东部，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

气候，大陆度 75％，干燥少雨，冬寒夏热，昼夜温差大，年均

日照时数约 3000h，年均气温 6.1～7.1℃，无霜期 135～150

天，太阳能、风能资源充裕。年均降水量 240～360mm，主要集

中在 7～9月。这里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地上和地下水源充

足，属于沿河高效农牧业区，20世纪 80年代就被确定为国家

商品粮基地。

图 2 鄂尔多斯万通农牧业科技示范区鸟瞰图

1.3 园区规划展望

鄂尔多斯现代农牧业科技示范园，以建设发展现代农牧

业为目标，以农牧业高新、高效、示范辐射、科技培训和产业

化为切入点，以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原则，按照

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强化功能，注重效益的基本思路，把园

区建设成为以园林化的基本农田，现代化的生产装备，集约

化的生产技术，企业化的管理体制，生态化的资源环境为目

标多元化、可持续性的高效科技示范园区。

2 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产业设置和土地的综合利用

2.1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土地的高效利用

图 3 园区用地功能分区图

园区现有种植园区 333.33hm2，其中试验区 20hm2，示范

展示区 46.67hm2，新技术推广区 266.67hm2；养殖园区

21.6hm2；沼气堆肥示范区 8hm2；设施农业区：14hm2；农机园区

1500m2，仓储建筑 600m2；科研培训生活区 10hm2。在此基础

上，园区还有近 100hm2可利用土地。这些土地可用于度假

村、休闲旅游、会议接待、科研中心建设等项目。这些项目将

使园区由单一的农产业园区转变为具备休闲旅游、政商务会

议接待、农牧业科技研发等多元产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2.2 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农业先进技术的研发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现有的农业综合开发区均以产业推

广示范为主。中国制造的先进设备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结合是

其特点之一。如何使“中国制造 +国外技术”向中国创造转变

是园区未来发展的出发点。园区可以利用本地区强大的资本

优势结合高效科学的管理优势，将展示推广型农业园区转变

为科研创新型经济园区。在农业技术、产业结构组合、管理经

营方式上进行优化和创新。这样的发展规划以创新型经济与

知识型经济为指导，满足了内蒙古地区对农牧业发展新模式

的需求，并且对我国北方地区农产业工业化生产模式的新转

变起到了示范作用。

2.3 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先进的农业园区管理机制

先进的技术往往需要匹配先进的管理才能发挥最优化

的效能。鄂尔多斯万通农业科技园区在管理方面必将是先学

习、后模仿、再创新的发展道路。最终通过内生的机制来创造

可持续的价值，同时在更大的平台上整合更广泛、更丰富的

优势资源，并将土地与管理者的智慧和谐统一，从而催生出

更强大的生产力，进而形成一套可复制、标准化、高效率，符

合内蒙古以及中西部省份的农产业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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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市桥头河镇休闲农业发展的 SWTO分析
旷 莹 周 倩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院采用 SWTO分析法，深入分析了涟源市桥头河镇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涟源市桥头河镇休闲农业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院桥头河镇；休闲农业；SWOT

桥头河镇位于湖南省涟源市，东临龙塘，西连渡头塘，北

抵七星镇，是历史上有名的商业古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

业的转型，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具有增长潜力的新型业态，开

始进入了新的阶段，发展模式也由单一要素发展向多要素融

合发展进行转变，一种以提倡健康养生、绿色低碳为理念，以

乡村度假为主要内容的旅游发展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在此背

景下，注重休闲农业的时代性、战略性、文化性和参与性就显

得尤为重要。由此可见，通过科学分析明确桥头河镇休闲农

业的发展十分必要。SWTO分析法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分析和

研究一个单位或项目现实情况的方法。SWTO 4个字母分别

代表：优势（ ）、劣势（ ）、机遇（ ）和

威胁（ ）。

通过利用 SWTO分析法来全面分析桥头河镇休闲农业

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所面临的机遇和威胁，明确桥头河镇

休闲农业的发展方向，促进桥头河镇休闲农业的健康发展。

1 优势分析
1.1 区位交通便利

桥头河镇位于涟源市北部，距市区 31km，距娄底市区

25km，国道 207线、省道华雷线、桥祖线穿境而过，长韶娄高

速公路与涟钢铁路直达乡镇，城区周围环绕桥西路、方兴路、

桥南路、交通路等，各村组之间公路连接，交通十分便利。

1.2 文化底蕴浓厚

桥头河自古就被冠以“小南京”的美誉，地处涟水中游的

桥头河，自几百年前便是商贾云集之地，清朝乾隆年间便有

了桥头河镇的震耳芳名；20世纪 4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

枪炮声和铁蹄声中，省会长沙的许多著名学府如长沙一中等

搬迁到此，抗日期间李淑一女士在桥头河归磬学校任教 8年

之久，“打倒小日本，还我中华尊”的战歌由此引发，一时成为

湖南省教育、文化中心的桥头河由此名声大震。

1.3 自然资源丰厚

涟源市地处湖南省几何中心，旅游资源丰富、景观类型

齐全，位于北部的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名录的湄

江，南部的国家龙山森林公园和飞水涯旅游区，以及中部的

洪水岭公园，这些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2.4 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农业园区多元化的产业设置

单一的农产业很难在收支上达到平衡，那么多元化的市

场需求与农业园区的优势资源相结合就生成了新的经济增

长点。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会议接待、技术培训、爱国主义教

育，这些项目充分地发挥了园区在土地方面的优势，同时在

调整农产业结构、美化生态环境、增加就业机会、拉动地方经

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旅游产业的开发，在丰富地

区旅游资源，增加旅游项目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2.5 可持续发展的新基点———文化产业的引入

文化产业是指为提升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品质

而提供的一切可以进行商品交易的生产与服务[1]。作为国民

经济基础的农业与新兴的文化产业的结合，在一定意义上丰

富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形式。在内蒙古地区，农耕文化与

游牧文化自古以来在这一地区相互促进、相互交融、共同发

展，自建国以来这 2种生产形式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互

渗透，最终形成一种特有的农牧业发展模式。随着生产力的

不断发展，这 2种生产方式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交融，大大提

高了地区生产力。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大

幅提升，引进利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模式。这从根本上颠覆

了原有的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使农牧业生产方式有了质的

变化。在万通科技园区内引入农耕文化村、游牧文化区、农牧

业发展历史博物馆等文化产业，就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软硬

件配套建设来反映内蒙古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历程，同时通

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强化农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3

在进行鄂尔多斯万通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规划过程中，

规划设计人员充分调研了园区的人文、地理、区域经济，将人

居环境学、景观设计学的指导思想应用于传统的农业园区规

划设计过程中，协调人与土地、土地与环境间的关系，使区域

景观与生态得以协同发展。通过精心设计农业景观，使单调

的土地产生了强大的视觉影响，进而营造出一种新的景观体

验———传统的农业与人工化的美学感受。生产过程和经济运

行模式的生态化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的引入为多元化

的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平台。在此基础上，引入的文化产业

使得园区在景观构成上更加完善。通过对鄂尔多斯万通农牧

业科技示范园区的规划实践证明，利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

指导思想，可以使土地在保持农业用地的前提下创造出多元

化的社会、经济价值，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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