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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更是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山东省紧跟时代步伐，大力促进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展现出良好的

发展态势。但是目前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何突破发展制约，促进山东省休闲农业发展进
步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山东省休闲农业发展的现状，发现山东省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存在着总体发展不平衡、从业人员素质低，旅游服务质量待提升、休闲农业受季节性制约明显，营

销理念落后、自然生态环境污染较严重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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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mpre-
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Party’s 20 Congresses, and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recent years, Shandong 
Province has closely followed the pace of the Times and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showing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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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and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has become the fo-
cus of atten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such as unbalanced overall development, 
low quality of practitioners, quality of tourism service to be improved, obvious seasonal constraints 
on leisure agriculture, backward marketing concept, and serious pollu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en-
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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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98 年国家旅游局推出“华夏城乡游”活动以来，对于国家层面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政策相继

出台，2001 年，原国家旅游局把推进农业旅游发展列为当年旅游工作要点，2006 年，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首次被写入“十一五”规划，国家开始重视组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政策的研究与制定，2010 年原农业

部和原国家旅游局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计划推出一批示范县(镇)、示范村(企业)，以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的标准化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不断呈现较快增长态势，但产业总体发展

仍然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模式功能单一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2017 年和 2018 年发布的《促进乡村旅

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7 年)》和《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2020 年)》开始关注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突出产业特色、完善产业结构实现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业的提质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休闲农业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及新冠

疫情放开后旅游业全面复苏的刺激下，休闲农业发展迎来了春天，如何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成为现今亟待

解决的问题[1]近年来，山东省政府高度关注休闲农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山东省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

目前的现状，分析并发现了山东省休闲农业发展进程中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以期为山东省实现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与借鉴。 

2. 休闲农业的内涵 

国内诸多学者对于休闲农业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休闲农业是以农

业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以农业资源、农业科技、农业文化、农业环境为载体，融合农产品种植养殖

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服务业的综合性产业。徐璞等(2022)认为休闲农业还具有休闲观光、度假旅游、

文化传承、科普教育、技术示范、农事体验、生态涵养等重要功能，发展休闲农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内容[2]。刘秀珍(2016)认为休闲农业旅游是农业和旅游业融合的发展模式，是城市居民假日休闲、

亲子娱乐的良好选择，亦是农村经济转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通过此法[3]。谢晓萍等(2012)
休闲农业作为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近年来发展迅速[4]。参阅相关文献，各国专家学者对

休闲农业作了深入研究，研究成果显著，涉及领域较多，对未来休闲农业的发展意义重大。鉴于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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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择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对山东省休闲农业进行深入了解详细解析，找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

相应的解决方案，为山东省休闲农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3. 山东省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3.1. 休闲农业发展基本情况 

Table 1.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19 
表 1. 2015~2019 年山东省休闲农业发展情况 

年份 经营主体个数(个) 从业人数(人) 其中，农民就业人数(人) 带动农户数(户) 接待人次(人次) 营业收入(万元) 

2015 12,696 442,631 379,846 456,927 324,405,800 19,342,725 

2016 16,374 688,082 566,093 672,703 139,714,163 6,772,413 

2017 19,722 824,360 747,319 591,774 159,778,747 6,352,739 

2018 15,375 993,650 88,191 663,146 326,412,376 4,727,520 

2019 16,224 105,110 706,586 700,623 375,467,261 5,051,936 

数据来源：《中国休闲农业年鉴》 
 

 
数据来源：《中国休闲农业年鉴》 

Figure 1. The number of leisure agriculture business entities and annual change of business income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19 
图 1. 2015 年~2019 年山东省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人数，营业收入年度变化图 
 

山东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具备丰富的农业休闲旅游资源。近年来，山东省名地深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以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就业增收、农村环境美好为目标，努力拓展农业生态环保、休闲观光、文化

传承等多种功能，积极支持和引导休闲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 2019 年底，全省农业投资总额

1450.36 亿元，其中休闲农业投资 244.96 亿元，占农业投资总额的 16.89%，休闲农业政府扶持资金总额 47.37
亿元，占休闲农业投资总额的19.34%。休闲农业占地面积347.51万亩从事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个数162万个，

销售收人 505.19 亿元，其中农副产品销售收入 164.19 亿元。休闲农业利润总额 145.16 亿元，接待人次 3.75
亿人次，休闲农业从业人数 105.11 万人，其中农民从业人数 70.65 万人，人均工资 286 万元，带动农户 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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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培训 36.71 万人次。2019 年，山东省共举办 2066 次休闲农业相关的节庆活动。大力发展休闲农业，

不断完善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全省休闲农业发展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通过整理山东省政府统计公报得出(表 1 和表 2)，截至 2019 年，休闲农业占地面积 347.51 万亩从事

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个数 162 万个，同比增长 5.52%，总体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2019 年以来，山东省全

省共接待休闲农业旅游游客人次 3.7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5.03%，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2015 年至 2019 年山东省休闲农业游客人数持续增长，营业收入在总体上也

呈增长态势。说明山东省休闲农业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休闲农业发展态势良好，也促进了当地农民增

收。 
 

 
数据来源：《中国休闲农业年鉴》 

Figure 2. The number of employment in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the number of farm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19 
图 2. 2015 年~2019 年山东省休闲农业就业人数及农民就业人数 
 

从图 2 中我们可以看出，从 2015 年至 2019 年，休闲农业在推近居民就业方面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截至 2019 年底，休闲农业从业人数 105.11 万人，其中农民从业人数 70.65 万人，同比增长 5.78%。推进

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农民就业，收入水平提升，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业农村农民现

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5]。 

3.2. 休闲农业发展的条件 

3.2.1. 农业自然资源丰厚 
山东省气候属暖温带季风气候类型，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全年无霜期由东

北沿海向西南递增，鲁北和胶东一般为 180 天，鲁西南地区可达 220 天。全省光照资源充足，光照时数

年均 2290~2890 小时，热量条件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两作的需要，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资源条件，赋

予了山东省农业与生俱来的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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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otal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2 
表 2. 2015 年~2022 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年份 农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 

2015 年 4662.605900 139.920500 2602.077600 1447.281200 

2016 年 4387.510000 1477.476200 2620.290000 1409.650000 

2017 年 4403.232496 165.094500 2501.366500 1475.963461 

2018 年 4678.259700 181.631900 2432.674500 1425.907900 

2019 年 4914.434900 197.699500 2412.055700 1397.418000 

2020 年 5168.363900 214.204900 2571.865600 1432.080900 

2021 年 5814.556500 219.935000 2904.236700 1652.603000 

2022 年 6206.536100 227.294100 3003.535700 1729.654600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 

Figur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tal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2 
图 3. 2015 年~2022 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关系图 

 

全省农用地面积约 17271.45 万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72.92%，其中，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和

其他分别为 11410.5 万亩(全省人均占有耕地 1.15 亩)、1076.25 万亩、2226.15 万亩、8.7 万亩和 2549.85
万亩。全省实际划定的 9587.4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中，耕地 9000.06 万亩。目前，山东省既是全国“第一

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最大的省域，也是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最高的省域。“粮食、

棉花、油料、蔬菜、水果、猪牛羊禽肉、禽蛋、牛奶、水产品”等农产品产量常年稳居全国前 10 位。山

东省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基础地位稳固，自 2015 年到 2022 年，山东省农林牧副渔占比也体现了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表 2、图 3、图 4) 2022 年，山东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12130.7 亿元，在全国(156065.94
亿元)比重约 7.77%，位列全国第一位(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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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 

Figure 4.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of total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2022 
图 4. 2022 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例关系图 

3.2.2. 区位交通便利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全省陆域面积 15.58 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 15.96 万平方公里。

山东半岛突出于渤海、黄海之中，同辽东半岛遥相对峙；内陆部分自北而南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

4 省接壤。山东半岛还临近东亚最发达的经济区，中日韩自贸区。不仅北临北京、南临长三角。在海路

上，距韩国仅有 300 公里，距离日本 700 公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对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具有先天优势，

周边区位消费群体庞大，消费潜力巨大，消费能力较强，且交通便利(图 5~7)各省份各城市之间的交通网

络发达，有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多种交通工具，使得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往来更

加便捷，助推山东省休闲农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表 3)。 
 
Table 3. Annual freight volume of roads, railways and waterway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2 
表 3. 山东省 2015 年至 2022 年公路、铁路、水路年货运量 

日期 公路货运量 铁路货运量 水路货运量 

2015 2276906.090500 19191.000000 14724.000000 

2016 249752.000000 20574.00000 15060.000000 

2017 288052.000000 22295.000000 16659.000000 

2018 312807.320000 23247.000000 17964.000000 

2019 266124.195700 25650.000000 17758.000000 

2020 267230.000000 31585.942300 18208.000000 

2021 291196.247100 32203.222500 19328.639800 

2022 276906.090500 36174.237300 21084.944400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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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 

Figure 5. Annual Freight volume chart of road, railway and waterway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2 
图 5. 山东省 2015 年至 2022 年公路、铁路、水路年货运量图 
 

 
Figure 6. Traffic map of Shandong Province 
图 6. 山东省交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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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政策强力引导 
近年来，山东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牢固树立新发

展理念，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为总抓手，聚焦

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强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以乡村旅游带动休闲农业发展，增加农业收

入。截至目前，全省共有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24 个，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46 家，

省级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园区 46 处，省级美丽休闲乡村 41 个，省级齐鲁美丽田园 40 处。充分利用电台电

视、互联网电商平台等新媒体扩大宣传，发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单位的带动作用，提升休闲的知

名度与吸引力，推动山东省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 

3.2.4.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民众的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升高，2015 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 3.2 万元到 2022 年已经增加到 4.9
万元。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不断提升，消费观念的转变，精神需求的

增加，人们更加注重生活方式的改善，使得旅游需求从单一的景点游逐渐扩展到多样化的旅游体验，旅

游方式和目的地选择也日趋多样化，而休闲旅游则是重要的选择之一。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 

Figure 7.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2015~2022 (Unit: Yuan) 
图 7. 2015~2022 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收入支配(单位：元) 

3.2.5. 旅游业的发展 
山东省是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省份，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相对，环抱着渤海湾拥有着丰富的旅

游资源。21 世纪以来山东省的旅游业日益发展，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在山东省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山东省旅游业已跻于全国前列，山东现有 A 级旅游景区 1205 家，居全国第一；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 6 家，居全国第三。根据山东省统计局统计，山东省入境旅游人数整体上呈现一种上升的

趋势，其中 2019 年境内外游客已有 404.22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 3413.14 万元。(表 4)山东省政府表

示，山东将强化“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营销，以带给游客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吸引更多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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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推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Table 4. The annual number of tourists received and foreign exchange income 
from tourism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19 
表 4. 2015~2019 年山东省年接待游客人数及旅游外汇收入 

日期 接待入境游客人数(万
人) 旅游外汇收入(万元) 

2015 312.22 2896.48 

2016 328.82 3063.42 

2017 440.52 3174.04 

2018 421.99 3292.82 

2019 404.22 3413.14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 

4. 山东省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4.1. 休闲农业总体发展不平衡 

山东省休闲农业发展不平衡，一是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地域差异明显，山东省地域广阔，不同

地区的休闲农业资源和发展条件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济南、青岛、威海等城市旅游资源丰富，或者具有

全国高知名度的旅游景点，比如五岳之首–泰山，吸引了大量游客，也推进休闲农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而其他地区如山区和偏远农村，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等原因，休闲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二是发

展层次不平衡。产业规模不均衡明显，山东省的休闲农业项目存在规模差异。一些大型农家乐、农业观

光园等规模庞大的项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投资，拥有先进设施和优质服务，吸引了大量游客；而一些

小规模的农家乐、生态农庄等项目则因资源和资金有限，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服务项目单一，同质化

严重，不能吸引游客，特色不明显，竞争优势不明显，发展相对较慢。 

4.2. 从业人员素质低，旅游服务质量待提升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大部分是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普遍缺乏系统有效的培训，

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服务水平较低，缺乏经验[6]。此外，管理人员缺乏科学的管理知识和经验，对

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的定位不准确，发展思路不清晰，对服务人员培训管理上也存在很大问题。由于休闲

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本地农民，也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的，缺乏服务意识，旅游服务质量较低，

游客满意度低，很多的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只关注经济利益，有些经营者为了自己的经济收益，不顾顾客

的合法权益，进行着恶意拉客、宰客等现状，缺乏人文情怀，大大降低了游客的体验感与满意度，不能

够使游客的需求得到满足，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部分景点之间为了更好的保证自身的经济收益，有着

激烈的竞争，甚至是恶意的竞争，导致当地的休闲农业很难发展起来。 

4.3. 休闲农业受季节性制约明显，营销理念落后 

农作物具有鲜明的季节性，休闲农业项目也具有季节性，季节的制约因素带给游客游玩与出行上很

大的制约与影响。旺季游客众多，淡季游客稀少，从业人员闲置，影响了休闲农业的稳定发展。此外，

在营销方面，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观念保守、落后、缺乏变通性与灵活性，固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

统理念，不重视品牌的宣传力度，品牌观念薄弱，缺乏对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分析，宣传渠道单一，导致

游客的消费欲望降低，参与度降低，并没有确定合理、科学的宣传方案与营销策略，并没有做好前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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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工作，后期宣传方式也不够新颖，这就导致了很难去吸引新的客户，增加客户群体。同时，对当地的

特色文化挖掘不足，没有把地区的优势产业和当地民俗文化结合发展。经营者对该产业的发展缺乏长远

的眼光，维护了眼前利益的同时，阻碍了休闲农业产业的长远发展，对企业形成核心品牌有一定的阻碍

作用。 

4.4. 自然生态环境污染较严重 

在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农户不合理的使用农药化肥，对土地和水资源造成污染，对自然资源和环

境产生巨大压力，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破坏，打破了区域生态平衡，此外，在游客旅游观光过程中，游客

欠缺环保意识，随意丢弃垃圾的不良行为，当地环保设施不完善，垃圾过度堆积，对示范区域环境造成

污染。另外，当地农户经营者过分关注经济利益，缺乏长远目光，不重视对环境的保护，比如随意排放

污水、占用生态土地，随意践踏草地等破坏环境生态的行为都会对当地的区域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 

5. 山东省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合理规划发挥资源优势，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休闲农业要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做到合理规划。一，区位选择上要科学、合理。结合当地的风

土人情，因地制宜，科学的选择具体的区位位置，比如在旅游景区旁区位选择，旅游景点的周边往往存

在着大量客源，以便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为游客带来双重的游客体验，即既可以游览景点风光，又可以

进行农业体验，进一步提升了当地休闲农业的知名度。或者选择在城市郊区的位置，对于城市周边的休

闲农业，受众群体主要为城市市中心的居民消费者，消费潜力巨大，市场空间广阔。总而言之，在进行

具体的区位选择时，不能盲目跟风，要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安排。二，找准市场定位，发展当

地特色农产品，特色旅游产业[7]。要搞好科学规划，突出农业特色，要根据市场需要，根据本地区的具

体优势来发展休闲农业，注重协调开发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形成自身的特色产业，进而发展优势产业，

比如结合当地的艺术特色，设计一些旅游纪念品，或者在包装上介绍当地特色，以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与

服务。 

5.2. 加强人才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素质 

休闲农业是基于农业产品和农业文化发展而形成的休闲及观光旅游，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重

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强化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提升休闲农业工作人员

的服务水平以及管理水平。一，对休闲农业的参与人员，即当地农民，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要积极开

展村民的培训活动，定期定点的灵活开展，在培训的过程中，要尽量使用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提高

村民的素质。比如开展对当地的农业旅游知识的宣传与培训，让当地农民知道以合理的开发或者经营方

式来获取经济利益，同时保护大自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也可以开展对从业人员的服务技能的培训，

通过当地村委会组织，到其他的示范点示范村进行参观学习，以提升自身的服务技能。二，在休闲农业

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专业人员的支持[8]，要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引进与扶持，加大招收力度，让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同时要留住专业人才，提高专业人才的福利待遇水平，激发专业人才的工作热情，从而推进

当地休闲农业的创新发展。 

5.3. 加强宣传力度，打破季节制约 

现如今，休闲农业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因此，要加强宣传力度，重视品牌营销，重视品牌特色的宣

传。一，可以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比如，报纸、电视、期刊等传统媒体方式，可以与相关的杂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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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媒体等合作，让它们对当地的休闲农业特色、景点进行宣传，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同时让游客

更充分的了解当地的休闲旅游产品，从而扩大其市场影响力。二，要加强网络宣传，充分利用互联网等

新媒体，随着时代的进步，云计算飞速发展，互联网的消费群体庞大，伴随着网上购物的出现，淘宝、

天猫等网上购物平台越来越吸引更多年轻人的选择，比如可以通过天猫、淘宝等网站销售平台销售当地

的休闲农业特色产品，扩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特别是近年来网上直播带货的兴起，可以直接通过直播

APP 对特色农产品进行讲解，比如抖音、快手等国内直播带货平台，让网络用户直观了解休闲农业特色

农产品，扩大其知名度与影响力，此外，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潜在的消费者可以与带货主播留言等方

式进行互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与消费需求，进而对休闲农产品进行完善与改进，不

断提升自身的产品吸引力。三，积极开展多样的特色农业活动，比如农产品展销会，休闲农业示范村一

日游、特色农产品文化节等展览活动，提升休闲农业的知名度。四，针对当地那些偏僻、基础设施较差

的休闲农业项目，可以积极与网络搜索引擎等合作，比如百度地图、携程等旅游 APP 合作，以标注出其

具体位置和详细介绍，以吸引游客前来。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可以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

动力，从而推进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 

5.4.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生态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保护生态环境更是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9]，在休闲农业旅游资

源发展的过程中，更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一，对于游客来说，要提升自身的环保意识，改变自身

的生活习惯，比如不随意丢弃垃圾，不践踏草坪等，保护农业生态自然景观。二，对于休闲农业经营主

体而言，要提升服务水平，避免恶性竞争，发挥积极引导作用，保持区域山青水绿，重视对区域自然资

源的合理开发，从长远开发考虑，坚持“尊重自然”的开发理念，注重对当地生态平衡的维护，保持当

地特色大自然风光，比如多采用节能、环保的可回收利用的材料。三，因地制宜的建立垃圾及污水集中

处理站点，加强对当地垃圾及废弃物、废水的循环处理回收利用的能力。四，多使用清洁能源，比如利

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资源。五，在重要区域切实做好生态保护，严禁破坏生态自然环境的

行为。 

6. 结论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是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发展的“朝阳产业”，是助力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途径[10]。通过对山东省休闲农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山东省在发展休闲农业未来存在许

多机遇和优势，休闲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山东省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总体发展不平

衡、从业人员素质低，旅游服务质量待提升、休闲农业受季节性制约明显，营销理念落后、自然生态环

境污染较严重等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山东省需要合理规划以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加强人才培

训同时要加强宣传力度打破季节制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进而推进山东省休闲

农业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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