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普 发

调 研 参 考
第 5期

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22 日

关于赴西安、咸阳等地学习考察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业的报告

区旅游局

3 月中上旬，区旅游局随同市旅游局、其他县区旅游局和旅

游重点项目负责人，先后赴陕西西安市、咸阳市等地，对袁家村、

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茯茶小镇和大唐芙蓉园主题公园等项目

进行了深入学习考察，形成报告如下。

一、各考察地基本情况和突出特点

（一）袁家村。袁家村地处陕西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占地

500 亩，处于西安与咸阳半小时经济圈内，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周边聚集有唐太宗昭陵等数十座知名皇陵。2007 年，全村开始

转型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 300余家商铺，年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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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500 万余人次（仅 2015 年春节大年初一一天就接待游客达

19万人次），年旅游综合收入达 4亿元的乡村旅游特色村和国家

4A 级景区，被誉为“陕西八百里秦川第一村”和“陕北舌尖上

的第一村”，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靠秦文化吸引人，靠陕北民俗民

宿、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热情周到的服务留住人的乡村旅游发

展之路。

（二）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位于

咸阳市马嵬街道李家坡村，依托西汉时期道教圣地—黄山宫顺势

而建，被称为“关中第一驿站”。项目占地 323亩，土地性质为

流转土地，初期由当地政府进行基础设施配套，后由企业开发建

设，首期投资 2000 多万元，现由民营商会统一管理，商铺已发

展到 133 家。开业两年多来，共接待游客 1100 余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近 10 亿元。项目以唐朝著名的马嵬坡兵变历史事

件和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第一古驿站文化为吸引点，把废弃土地

建设成为一处集文化旅游、关中民俗文化展示、休闲体验、旅游

观光为一体的国家 4A 级景区，集中展现了马嵬历史、社会、文

化特征，开拓出一条靠历史事件影响力为吸引点，靠农耕文化、

特色风俗体验为特色卖点的文化旅游发展之路。

（三）茯茶小镇。茯茶小镇位于咸阳市泾河新城（泾阳县），

占地 1300 亩，计划总投资 30 亿元，规划建设茯茶文化产业园、

商业展示区、优美小镇、双赵村改造项目等四大功能区。目前已

投资 1亿多元，建成了 6万平方米的起步区，并于 2015 年 8 月

http://baike.baidu.com/view/916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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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营业，仅今年春节假期第一天就接待游客 18万人次，有效带

动了周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项目以泾阳茯茶文化为依托，结

合双赵村村居改造，采用“政府引导、村民自愿、市场运作”的

方式，形成了茯茶文化、关中民俗文化、关中生活文化为一体的

茯茶小镇，开创了国内少有的以茶文化为主题，农业、旅游、文

化等产业融合发展的项目开发之路。

（四）大唐芙蓉园。大唐芙蓉园位于西安大雁塔旁，建于原

唐代芙蓉园遗址北，是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

化主题公园，现为国家 5A 级景区。该项目由曲江文化产业投资

公司开发建设，占地 1000 亩，总投资 13 亿元，建成了紫云楼、

御宴宫等众多景点，有全球最大的水幕电影、诗歌舞剧《梦回大

唐》等表演。

二、各考察地经验及启示

（一）明确目标，精准定位。当前，大众消费迅猛发展，“一

辆车+一家人”的自助游模式日渐兴起，要想吸引消费尤其是拉

动游客多次消费，就必须立足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客源市场，

精准发力，找出适合持续发展的路子。袁家村立足距离西安等客

源地较近的优势，整合关中民俗资源，以“关中印象体验地”为

形象定位，实现了一产三产融合发展；马嵬驿以“关中第一驿站”

为定位，整合马嵬坡历史事件、古驿站文化和关中民俗风情资源，

将现代生活与历史文化完美结合，使沉寂千年的马嵬驿再现繁

荣；茯茶小镇以茯茶文化为主题，打造了集吃、住、游、娱、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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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的关中特色民俗文化小镇；大唐芙蓉园以体验盛唐文化为

定位，充分利用文化演艺、唐建筑等表现形式，打造出全国首个

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和“五感”主题公园。

（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各考察地都非常重视规划，形

成了层次分明、功能齐全、多资源整合、多产业相融的发展格局。

袁家村在开发之初就重视村庄整体规划，统一设计房屋建筑风

格、指示招牌等设施，规划形成农业观光、民宿客栈、特色小吃

等 6大功能区，满足了游客多层次需求；马嵬驿在规划上注重文

化遗产的保护，构建了“7街 12 景 8中心 4基地”的空间布局，

提供了全方位的旅游体验；茯茶小镇结合村居改造，规划商业区、

住宅区、产业园区等功能，开创了城乡统筹、农游文三产业互融

的发展格局；大唐芙蓉园依照盛唐文化分支，规划布局帝王文化

区、诗歌文化区等 14 个文化景观区，再现了唐朝的精神风貌和

文化艺术。

（三）特色鲜明，业态丰富。在乡村旅游发展趋势的带动和

移动互联网的推动下，好产品、好服务已成为乡村旅游业的核心

竞争要素。各考察地都是以特色鲜明、产品业态丰富为基础，强

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形成了完善的“食、住、行、游、购、

娱、育”等产业链条。袁家村以关中民俗、饮食文化为特色，开

发建设了农业手工作坊、关中特色美食、秦文化民俗等旅游产品，

在产品设置上保证差异化、不重样，成为保持游客新鲜感的重要

因素；马嵬驿以古驿站文化为特色，开发推出了古丝路驿站文化

http://baike.so.com/doc/6005326-6218309.html
http://baike.so.com/doc/5401354-5638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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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文化商贸、原生态餐饮等多元文化并存、多种业态相融的

旅游产品；茯茶小镇以茶为特色，围绕茯茶的生产、制作、品尝，

开发了茯茶文化衍生品研发、文化展示等产品，成为著名的茶文

化旅游目的地；大唐芙蓉园以“梦回大唐”为特色，开发了一批

反映盛唐政治、生活、饮食、服饰等特点的文化产品和实景演出，

成为著名的主题公园游览胜地。

（四）科学开发，管理规范。各考察地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采取符合实际、切实有效的开发管理模式，才能保障旅游项

目的经久不衰。袁家村通过采取村民入股、村委会经营、商户分

组自治的管理模式，吸引商户免费入驻，设立动态打分和淘汰机

制，实现了景区的安全有序发展；马嵬驿按照“商业运营+文化

背景+旅游产品”的产业化发展方向，采取“以商治商”的管理

方式，由商会负责统一采购食材和商户运营及服务的监管，实行

内部自律。通过免租和 PK 模式稳定入驻商户、筛选民俗美食工

艺，实现了景区高度自治运营；茯茶小镇采用“政府引导、村民

自愿、市场运作”方式，县政府、管委会、民营企业三方控股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起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大唐芙蓉园由

曲江文化产业投资公司开发建设，主要采用公司化运营模式。

三、加快我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高点定位推进。我区作为中心区，区位、交通、服务

设施等比较优势明显，辐射半径大，消费群体集中，消费需求旺

盛，具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良好基础。要在充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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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按照“整合资源、借势发力、特色吸

引、差异化发展”的发展定位，进一步明确我区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的发展目标。具体就是，借助黄河入海、孙子文化和东部滨

海湿地、西部沿黄森林两大绿色湿地景观的资源品牌名气来招揽

游客和吸引游客，通过整合中心城区内城市公园、绿色景观、环

河游憩、温泉养生、石油科普、农业观光以及城市休闲综合配套

服务等各类资源，精准策划包装和开发推出更具特色吸引力、更

具参与性和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以更好的服务和产品留住游客。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统筹整合以南二路休闲农业提升工程为重点

的城乡休闲资源，通过打造丰富特色的“热产品”，提供以人为

本的“好服务”，延长游客滞留时间，拓展消费内容，走出一条

乡村旅游品牌化之路。近期主要是通过特色产品开发打造，着力

吸引本地市民以及潍坊、青岛、烟台、淄博、德州、滨州等周边

市民利用双休和节假日前来休闲观光和消费体验，力争实现年过

夜游客 300万人次；中远期主要是吸引省内乃至京津冀晋豫、长

三角等地区和部分境外游客，来我区实现一、二日游乃至三日游

消费，力争年过夜游客达到 500 万人次。争取利用 3—5 年的时

间，将中心城区打造成优势明显、产品业态丰富、具有强大市场

竞争力的黄河三角洲地区城市后花园和国家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区。

（二）科学规划布局。当前，我区大棚农业、露天果蔬种植、

农家乐餐饮等经营形式重复建设严重，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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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高质高效的特色项目和产品极其稀少，亟待编制一部高标准的

规划来引导产业协调有序发展。要按照“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原则，以农业农村景观、农业生产活动、

农耕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回归自然、体验农味和休闲观光为特色，

科学规划功能分区，合理设置建设项目，点、线、面综合布局，

内部景区相互协调、错落有致，形成“一带一区六朵金花”的空

间发展布局。“一带”，即南二路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带，从西向

东整合提升黄河、森林、石油、地热、城郊现代农业景观、滨水

湿地、广利港口等资源和项目，打造黄三角区域重要的生态观光、

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一区”，即以广利河水系为中轴的辐射

周边的中央休闲娱乐区，通过不断完善综合配套服务承载功能，

打造独具特色的著名城市旅游目的地；“六朵金花”，即以广利

渔港、龙悦湖为主的东部新城滨水旅游区，以六户镇、黄河路街

道片区为主的南二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以辛店西郊休

闲观光湿地、胜利北部金湖银河为主的环城乡村旅游休闲度假

区，以广蒲河高效农业产业带为主的史口休闲农业观光区，以蓝

海逸园现代农业园区为主的牛庄乡村文化旅游区，以龙居黄河森

林旅游区为主的黄河风情小镇。在科学确定好发展框架和布局的

基础上，要抓紧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规划，并避免走进“规

划容易落地难”的怪圈。要通过竞标方式，选聘多家国内外高水

平知名的规划设计单位，严格按照总规、控规、详规次序，尽早

组织开展好全面调研对接和设计单位的筛选工作，最终分层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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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总规文本和分区文本的编制承接单位。编制过程中，要注意与

中心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业发展规划、城镇发展规划、相关

产业发展规划等相衔接，特别与近期市政府组织实施的环广利河

和城市森林公园规划编制相统一。规划设计的分区项目应做好特

色产品业态的均衡布局、项目选址的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景区

承载能力与游客人流、车流估测，项目间要留足后续发展空间，

用绿道相互串联，构建内部循坏、外部开放的全域化发展格局。

规划设计单位要加强与相关部门、镇街的沟通衔接，充分吃透实

情，统筹考虑行政区域、资源特点和土地属性等因素，确保规划

的整体性、前瞻性、延续性和实效性。

（三）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我区可开发的资源比较丰富，但

如何挖掘生态、民俗、美食、历史典故等文化，如何将建筑、景

观、商业等融汇创新于产品之中，需要我们搞好统筹整合、研究

研发和综合利用。对此，要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基础为支撑，

以“旅游+”为方向，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着力点，因地制宜打造

一批主题特色鲜明、多业态融合发展、参与性和体验性强、满足

多层级需求、具有综合效益和市场活力的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六

户、黄河路街道南二路片区，要以高端高质、休闲度假为主题和

特色，集中连片建设南二路休闲农业提升工程项目，重点开发高

端旅游综合体、智慧农业体验园、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农耕文

化展示区、温泉疗养小镇、文化影视演艺区、四季花海、果蔬采

购基地等项目产品，推出都市农业休闲游、温泉养生游、亲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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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游、赏花摄影游线路，并通过田园小道、景观绿道、慢行车道

等配套设施，把各景点串联起来，实现游客在片区内的多日多次

消费。加快揽翠湖、万里明著与蓝海酒店集团等企业合作步伐，

打造风情小镇、特色旅游街和高端智慧农业展示区，推出文化影

视演艺、休闲体验、温泉度假养生等高端产品；改造提升华林庄

园、名仕农庄、六户葡萄种植基地，规划建设四季农业、智慧农

业、科普农业、农业技术博览园和农业高科技示范区等项目；改

造万泉花卉农业园区，采用现代工业化生产模式，建设苗木花卉

培植观赏基地；提升片区内丽日锄禾、柴火居等十几家农家乐景

点规模档次，开发建设休闲农庄、乡村酒店、特色民宿等新业态

和更高级、更高档次的农家乐产品。龙居片区，要以自然生态为

主题，依托黄河、森林、特色农副产品资源，提升利丰温泉旅游

度假村、桃花岛旅游度假区、龙栖湿地等现有项目，规划建设谢

河村、小麻湾村等特色民宿民俗和高端农家乐，推出温泉疗养、

滑雪滑草、水体运动、森林休憩、乡土美食等参与性、互动性强

的体验产品，打造省级旅游度假区和国家 AAAA 级景区。牛庄片

区，要以民俗戏曲为主题，整合吕剧文化、蓝海逸园、王营村等

文化旅游元素，改编推出戏曲大舞台、吕剧文化演艺、果蔬采摘、

热带农业风情观赏、智慧农业等主题产品。辛店西郊片区和胜利

六干渠片区，要以荷塘湿地为特色，借鉴成都白鹭溪湿地项目规

划开发经验，推出休闲垂钓、荷塘月色、水上泛舟、旅游体验等

主题产品。史口片区，要以乡村生态和美味小吃为特色，依托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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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河高效农业产业带和南二路商业街，开发荷塘月色、农事体验、

花卉观赏、美食品尝等主题产品。东部滨水片区，要以亲水运动

为特色，依托龙悦湖、广利渔港等滨湖滨海资源，开发湖岛骑行、

水上运动、赶海拾贝、海上垂钓、海鲜购物等主题产品。

（四）坚持市场主体、政府引导。一是高度重视，集中发力。

着力加强基础配套建设和服务，培育好市场，精准发力，做大做

强项目，并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生活型消费这一契机，

引导推动以旅游业为重点的三产服务业与一产二产的融合发展，

以此带动三次产业的优化升级，刺激消费新需求，形成发展新优

势。二是尽快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制。建议区里尽快成立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业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参照指挥部模式，实行集中

办公，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和解决规划编制、政策整

合、土地使用、项目推进等重大问题，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协

作、各负其责”的推进局面。在推进重点项目中，相关镇街和区

发改、国土、财政、规划、交通、住建、农业、旅游等部门要在

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紧密配合，协同推进，切实搞好土地属性

摸底、规划编制、机制搭建、道路配套、项目开发试点等工作。

提早对道路、水电、信息网络、指示标识、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建设做好专题论证，与即将编制的总体规划压茬进行，以

搞好统筹衔接和有序推进。各镇街要发挥主体作用和属地管理的

优势，组建强有力的推进班子，切实把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工作

摆上重要日程，早研究工作计划、工作盘子和思路，与区里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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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并指导村居两委做好村民土地流转的前期准备工作。三是

创新探索更适合的发展模式。建议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镇街及项

目主体提早行动，结合项目区域土地性质、资源特点、目标市场

状况，精准研究适合项目发展的开发模式，提早分析研究和论证

“管委会+公司”、“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商会+农户”

等开发运作模式，为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新项目，打造区域精

品旅游品牌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基础。四是加快建立政府投入为引

导，企业和社会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建议区财政进一

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上级涉农、涉旅、

文化、扶贫、基础设施建设等专项支持政策。建议区政府尽快研

究制定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财政贴息、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扶

持政策，重点搞好对公共厕所、骨干道路、健康绿道、信息网络、

自驾营地、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同

时，要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和招商模式，推进农业、旅游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的 PPP 等投融资创新，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特别借助国家和省、市近期推出的信贷扶持政策和发展基金融资

贷款，及早进行项目包装，切实搭好国开行、农发行等金融机构

对农业旅游企业和项目信贷融资支持这班车，并引导和鼓励私营

企业、民间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不断吸引外部特别是我市有实

力的企业参与重大旅游项目开发建设，推动我区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业的快速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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