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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nan Province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province with superior location,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dvantages and type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furth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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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本地客源市场广大，具有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的优势条件。

通过对河南省休闲农业发展的现状优势分析，对河南省休闲农业类型、业态的梳理，指出河南省休闲农

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发展休闲农业的总体思路，做出了对河南省进一步发展休闲农业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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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省发展休闲农业的优势条件 

河南省地处“中国之中”，是中国内陆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交通优势明显。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

农村人口众多，原生农耕文化底蕴深厚。从休闲农业景观旅游资源来讲，河南具有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

地形地貌多样，盆地、平原、丘陵、山地等农业景观丰富多彩。全省旅游资源单体 39,802 个，其中 70%
分布在农村。特别是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面积约 6 万平方公里，涉及全省 11 个市、30 个县、1 万多

个乡村，生态良好，发展乡村旅游空间大，自然景观优美，农业经营类型多样，农耕文化丰富，乡村民

俗风情浓厚，发展休闲农业具有优越的条件、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1]。 
休闲农业的客源目标市场在城市。河南省有大中城市近 20 个，城镇常住人口为四千多万人，这为以

城市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休闲农业，提供了巨大的客源市场。2018 年，河南省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到

1.6 万个，接待人数达 9 千多万人次，全年营业收入实现 440 亿元，从业人数达 37.2 万人。全省创建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16 个，示范点 21 个；中国美丽田园 6 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24 个，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 处。总之，成绩是建立在丰富的资源和客源基础上，河南省具有开发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的明显优势。 

2. 河南省休闲农业主要类型业态 

河南省山河秀丽、文化灿烂，是一个历史底蕴浓厚的农业大省、文化大省、旅游大省，拥有丰富的

乡村旅游资源，乡村旅游市场旺盛，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河南抓住乡村旅游热潮的机遇，形成了栾

川模式、新县经验、南太行农家休闲度假等乡村旅游新业态，整个中原大地乡村旅游亮点不断涌现。目

前，休闲农业的类型业态主要有：乡村林果采摘休闲游、乡村花卉观光休闲游、乡村餐饮休闲游、综合

性休闲农业基地等几种类型。 

2.1. 乡村林果休闲采摘游 

以林果业为主的乡村休闲游，在河南省比较多见。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郑州的樱桃沟、新郑的

“好想您”枣园、荥阳市广武石榴园、商丘宁陵县的梨园、三门峡陕州区的苹果园等，这种类型主要以

观光采摘为主。就拿商丘市宁陵县刘花桥村的梨园来讲，已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休闲农业示范点”，

花开季节观花，果实成熟季节采摘，重点加大旅游环境的完善和建设，导视牌、停车场、旅游厕所、餐

饮服务、游线组织、旅游商品、导游服务等全方位营建休闲农业环境，使其成为豫东休闲农业的好典型。

再如荥阳邙岭，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石榴生产地，西起高村乡枣树沟村，东至广武镇唐垌村，长达 15 千

米。每年举办河阴石榴文化节，除了大田石榴园以外，每家每户还发展盆景石榴，进一步增加石榴的附

加值。为了接待采摘石榴的市民游客，农家乐、石榴养生酒、榴叶茶等产品也应运而生，使其成为郑州

市休闲农业采摘型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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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乡村花卉观光休闲游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气候过度带，构具有独一无二的花木旅游优势，“牡丹花”、“菊

花”、“腊梅”、“杜鹃”等各类花卉，具有栽培、苗木种植、盆景制作等优势，适宜开发花木观光、

生态采摘、花艺设计等主题的各类休闲农业活动，树立过渡带“花木之乡”品牌，提升河南休闲农业的

品质及特色，是当前一大任务[2]。目前河南花卉代表性景区(点)有：洛阳牡丹园、鄢陵的腊梅园、汝阳

的杜鹃园、开封的菊园、南阳月季园以及信阳黄川卜塔集的花卉游、嵖牙山的薰衣草婚纱摄影基地游等。

这类旅游，往往有着丰富的历史和地域文化，使传统的花卉种植与地域风情和现代旅游意识相结合，注

重游客的休闲观光，婚纱摄影等活动的举行。如鄢陵县种植花卉始于唐宋，盛于明清，享有“鄢陵腊梅

冠天下”之美誉。以花卉观光为主，目前已达三十多万亩，花卉品种 2100 多个，已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

花卉苗木生产地。再加上地热温泉的开发，使这里成为河南省乡村休闲体验旅游区。 
河南省乡村特色花卉节庆活动，也是休闲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开封菊花节、洛阳牡丹节、南阳

月季节、信阳桂花节、汝阳杜鹃节等，节日期间，游人如潮，观花、摄影、休闲、购物等活动，带动活

跃了地方经济，为休闲农业增添了新的活力。 

2.3. 乡村餐饮休闲游 

这种类型的休闲农业，往往以城郊乡村生态游为主。由于餐饮资源的普遍性，基础市场的本地性，

消费的重复性，郊区乡村游憩成为休闲农业中产业规模最大的一种类型。而这种类型主要是以餐饮为主

要内容，以生态休闲观光为主要形式。城郊乡村餐饮休闲游一般是城郊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农户利用

庭院或增加必要的接待设施，开展旅游接待；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郊区乡间建设一些具有一定农家色

彩的度假村，利用产业化经营的菜园、果园开展城郊休闲餐饮游。还有的以特产养殖为基础的乡村美食

旅游，巧妙创新出“城郊乡村游”美食大餐。如郑州北郊黄河滩区的四季通达、丰乐农庄、富景生态园

等都属于这种类型。再如巩义市竹林镇的长寿山，推出特色美食旅游模式，挖掘郑州会面、逍遥镇胡辣

汤、武陟油茶、洛阳水席等河南乡村特色饭菜，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2.4. 乡村民宿、民俗体验游 

休闲农业是农业的一种延伸[3]，同时与休闲农业相配套的乡村旅游活动也很多，比如：利用村庄中

的闲置宅院，结合所处的环境位置，布局一些乡村特色民宿。这种乡村民宿不同于现代的城镇宾馆，属

于传统特色民居，给游客的感受不同，特别是对于城市游客，有回老家一样的感受。也有的地主，依山

就势，把乡村民宿建在景观田园的环境之中，利用当地的建筑材料进行民宿建造，如太行山区的石头屋，

豫西黄土分布区的黄土窑洞、地坑院等，以传统地域特色民宿建筑吸引游客休闲度假。 
中原民俗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如能进行包装打造和挖掘创新，则是很好的乡村旅游项目。如

豫南地方戏、豫西社火、豫北庙会等民间曲艺、民歌、小调、锣鼓，民间舞蹈，民间工艺美术等，这些

都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对于外地人甚至海外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目前，省内影响比较大的有陕县天

井窑院民俗文化村、渑池县赵沟古村落，辉县市郭亮村、回龙村，濮阳市西辛庄等，都具有开发乡村民

俗游的条件。例如陕县的天井窑院民俗村及孟州市古周城民俗文化村，都是利用当地的乡村环境，以乡

村传统的制作工艺，生产地道的美食美味，并展示了传统文化，游客体验了乡土风情，丰富了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项目。 

2.5. 综合性休闲农业基地 

真正单一的休闲农业类型，其实并不多见，一般都是以一种为主，其他形式为辅[4]。而具有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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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功能集于一身的休闲农业基地，则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旅游服务。为游人提供良好的健康食品、生

产观模、生态观光、绿色休闲、乡村度假和农业生产环境体验。这种类型的休闲农业地，目前发展迅速，

正在由比较单一的休闲农业形式向综合类发展。如栾川县根据景区多为“农家乐”的实际，结合不同乡

村的山区农业特点，开展“生态农庄”、“农家采摘”、“乡村休闲”、“山乡避暑”等旅游项目，在

完善重渡沟、寨沟等乡村休闲度假旅游品牌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一批新的休闲农业示范村。如冷水镇

的龙庙村、东西曾河村，打造具有综合性的休闲农业基地，2019 年实施后和效果不错，吸引了大量的郑

州、洛阳城市游客前来体验观光度假。 

3. 河南发展休闲农业的总体思路 

3.1. 休闲农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河南省休闲农业发展，要明确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一定要把休闲农业纳入乡村

振兴战略的大盘子之中。乡村振兴首先要使乡村有人愿意去，有人流就会有物流和资金流，而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就是吸引城市人到乡村去的重要途径。因此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前哨、前站，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通过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的开展，可以把人流、物流、资金流带到乡村，改变乡村生存环

境，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和脱贫致富。河南是农业大省，乡村人口相对较多，发展休闲农

业，应该引起各级重视，提高认识，做好品牌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大扶持力度，推进品牌建设高质量发

展。把旅游作为乡村发展的一项基本职能，在各项建设中充分考虑旅游发展的要求，从而营造乡村发展

的整体合力。 

3.2. 布局体现“三近”、“两环”、“两沿”原则 

河南省发展休闲农业，应该利用河南省农业大省的优势，凭借人口大省和良好的交通区位，突出中原

地域农耕文化特色，休闲与农事紧紧挂钩。豫东平面区，重点建设休闲农业公园，豫西、豫南山地区，结

合地形地貂，发展山地休闲农业，一是要突出特色，二是要布局合理，尽能体现“三近”原则，即“近路”、

“近城”、“近景”，也就是休闲农业的重点布局在交通方便地，大中小城市周边农业区以及成熟旅游景

区附近的村庄或主要旅游线路附近。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的主要客源地在城市，因此要与市民进行互动和

宣传营销。逐渐形成“两环”“两沿”总格局，即“环城”、“环山”、“沿河”、“沿路”的全省休闲

家业发展格局，由点到线，由线到环，由环到面，形成河南省不同特色的休闲农业旅游观光区。 

3.3. 提昌乡村文明，保持乡村特色 

休闲农业开发，首先要提昌乡村文明，改变“脏、乱、差”现象；游客通过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可

以唤起人们的“乡愁”，“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乡村景物有别于城市，

乡村特点是“乡土性”、“原真性”，即与自然环境的天然相融。因此新的旅游设施的建设，要在统一

规划的前提下进行布局，杜绝私搭乱建，破坏乡村的古朴风貌；特色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

是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尽可能做到一村一特色，一村一主题，

一村一卖点。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彰显本土建筑文化、传统民俗、饮食文化特色，不生搬硬套，盲

目跟风，扎实打造乡村旅游的品牌和名片，展示河南最代表性最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和地域风情，让旅

游者真正体验“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觉。 

3.4. 城镇周边示范，龙头带动推广 

农业休闲事业首选是城市周边地带，一是紧邻城市客源多，二是交通方便，花费小，易于招徕游客。

因此要以大中城市周边的休闲农业为示范，进行龙头带动。省会郑州有天然地域优势，近年休闲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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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迅猛，对城市居民双休日休闲城郊游，提供了良好的旅游环境，增加了城郊农民的经济收入。全省

各地市级城市周边也具有发展休闲农业的客观条件[5]。休闲农业开发应突出特色，龙头带动推广，强调

示范作用，突出项目的地域性、乡土性和原真性，旅游活动尽可能体现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以良

好的乡村生态环境为基础、以乡村餐饮民宿度假为重点，以传统乡村地域文化为特色；创建乡村旅游示

范区，休闲农业示范园，打造龙头，示范带动；使休闲农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一条途径，成为河南省旅游

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关于发展河南休闲农业的几点思考 

4.1. 改变观念，全面系统认识休闲农业 

目前，人们对发展休闲农业，从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一是对休闲农业开发过于乐观，认为

不投入就能开展。二是缺乏对休闲农业开发必备条件的认识，认为只要有农业的地方都可以搞休闲农业。

三是忽视了休闲农业的乡村特色，往往把乡村当城市，没有从游客的角度考虑，完全搬城市的东西。四

是没有意识到农村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旅游资源，农业生产本身对城市人就有吸引力。 
因此，要正确理解发展休闲农业的现实意义，一是人们对休闲旅游的需要，二是休闲农业是在农业

的基础上增加附加效益。三是一定要明确，休闲农业的开发条件，除了有农业的基础以外，还要有一定

的交通条件、区位条件和文化条件等要求。四是要注意突出乡村特点，休闲农业的客源是城市居民，吸

引他们到乡村的不是城市建筑，而是乡村乡土环境和乡土文化，乡村生态。同时还要明确休闲农业也是

需要投资的，特别是一些基础服务设施，都需要一定的建设投资。总之，在思想上要对休闲农业有系统

的、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关休闲农业开发建设。 

4.2. 重视休闲农业开发的规划引导 

目前，在休闲农业的开发过程中，存在一种误区，就是只要在有农业和地方，只要有钱，没有规划

也可以开发，忽视了规划在休闲农业开发中的重要性。规划就是制定规矩，景观农业的种植，休闲服务

设施的布局，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均需要科学的规划做指导。许多休闲农业区缺乏总体规划，随意开

发建设，有些经营者感情用事，盲目跟风投资建设，甚至出现了主题不清、特色不明、水平不高、形式

单一和重复建设的现象，对休闲农业的游客吸引很有限。尤其是各地各种“生态园”的建设，一哄而上，

在农田里挖湖堆山，修路建桥，盲目性很大，环境破坏现象严重。由于没有进行统一规划，项目没有科

学的论证和策划，主题不明，布局杂乱，最终浪费人力财力，对游人没有丝毫吸引力。 

4.3. 因地制宜，农旅融合，打造品牌 

目前，河南省已经开发的休闲农业，多数还是以农家餐饮为主要内容，由于农业的季节性原因，大

部分仅停留在单纯的农业观光层面，整体接待水平一般，配套设施不完善。忽视了乡村特色民俗文化内

涵的挖掘，缺乏“农文融合”，“农旅游融合”的策划，项目特色不突出，文化品位不高。一般都是以

农户为单元，缺乏统一组织和科学管理，农民的品牌意识淡薄，根本不知道开发市场和宣传营销。同时，

休闲农业产品参与性不足，由于产品单一、品牌不响、档次不高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河南省休闲农业整

体水平不高。 
在休闲农业旅游开发中，要因地制宜，休闲农业区不一定都可以作为景区来对待，把住门口卖门票。

河南省不以门票为收入来源的休闲农业地也不少，游客主要以乡村体验为主，参与到“吃、住、行、购”

之中。而农民，一方面融入到旅游开发的服务之中，同时保持正常的乡村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变为

游客的一种体验和感知。如新乡太行山辉县市的后庄村，地处南太行旅游线路上，是一个很典型“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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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景区”的休闲农业区，他们凭借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仅做休闲农业的休闲食宿服务，并没有把这

里作为一个景区，把住大门售门票。本地居民和过路外来游客和谐相处，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乡村文化

旅游境界。 

4.4. 突显中原特色，活化农耕文化 

特色是旅游的生命线，休闲农业的旅游开发，首先要突出河南省地域文化特色，不可在开发中随意

搬借域外园林和建筑。个性化是旅游产品的灵魂，在突出休闲农业中原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要善于利用

自身资源优势，寻找自然生态环境背景下的乡村个性，开发互补型产品，避免低层次雷同。如栾川县狮

子庙乡的王府沟村，凭借独特的生态环境，山地海拔较高的优势，重点树立“伏牛竹海，养生度假”的

村落旅游形象，打造村庄特色，创建“竹海度假”品牌。洛阳市宜阳县的莲庄村，依托古都洛阳历史上

的古官从村庄经过，村庄紧临洛河，突出“古都官道、万亩荷塘”的文化古村形象。 
活化休闲农业，首先要使休闲农业要有生气，要有正常的乡村生活氛围[6]。如鸡鸣狗叫、鸟语松鸣，

寺院钟声，村中鼓乐等。特别是有一些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项目，需要进行活化，增加游客的参与性。使

游客在愉快的参与活动中，体验休闲农业的非物质文化，彰显休闲农业旅游娱乐、求知的多种功能。 

4.5. 拓宽融资渠道，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是当前制约河南省休闲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休闲农业地基础环

境较差，道路系统、旅游服务系统都不完善。例如，道路等级低、停车场空间小、旅游厕所没有；客房、

餐厅等主要食宿设施条件不能适应现代旅游要求。其主要原因还是对休闲农业的投入不够，投融资渠道

不畅。 
休闲农业的开发，是以农业环境为基础，相对来讲投资较少，但并不是不需要资金。资金是休闲农

业开发的必要条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旅游活动的策划，具体休闲项目的实施都需要一定资金支持。如

为休闲旅游服务的交通、住宿、停车、接待等设施建设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目前，可通过三条渠道

筹集资金：第一、通过政府各个部门，如农业部门、扶贫部门、科技部门、林业部门、旅游部门、水利

部门等，批拔相关资金开发展完善一些生态环境整治，农业开发，正常的基础设计建设等。政府的各项

资金，主要在于方向性引导，对休闲农业具有四两拨千斤之功效。第二、通过项目引进外来资金，通过

规划让外来资金看到效益和希望，从来加快拉动休闲农业经济发展。第三、鼓励农民以不同的方式入股

联营，不仅可以让农民脱贫，而且农民还会以主人翁的角色投入到休闲农业开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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