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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公园——

一样的乡村，不一样的美不一样的美
本报记者 罗 兰本报记者 罗 兰

时下，乡村在变，城市在变，一切都在变。中国是
农业大国，在世界的格局中，我们国家的农村已经发生
了巨变，这是有目共睹的。在一定意义上，农村的变革
决定了整个民族的发展出路。所以，对农村建设，政府
投入了大力，比如，创建“国家农业公园”，发展“新乡
贤文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都为新农村的建设
指出了可行性方向。

不可否认，旧的农村正渐行渐远，新的农村正在崛
起，这是大势所在，历史潮流。在这股潮流中，“国家农
业公园”的提出便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锐意进取，让
中国的农村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它是世界的、开放的、包容的，有着海纳百
川的气魄和胸怀，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梦”，讲述“中国
故事”最美的窗口之一。其次，它以农业为根基，在自然、
淳朴、厚重的乡村大地上，为传统的农耕文明注入了新鲜
血液，改变了中国千年来“二牛抬杠”惯有的生产模式，将
一二三产有机结合。而现代化的管理和信息化传播，又使
城乡结合趋向完美和统一。

同时，它又是诗意的，浪漫的，人文的，是一座公
园式的“绿野仙踪”，而非传统意义上单一型的农村，是

供大众游览、休闲、交流、学习的一方天地，这种
崭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新文化、新观念，让中国

的乡村呈现出了一种大美。
除了赏心的美景之外，我们更应关注乡村的历史和

人文。自然风光，地理资源，是上天的恩赐，得天独
厚，能给人带来悦目之欢，而现代化的耕种、现代化的
改造，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两者相较，任何生产
模式都可克隆、复制，都可形成文化产业，进行流水线
发展，但是，一个地域的人文资源、历史遗产、民俗风
情、精神传承等，却不可复制、不可替代，具有独特性
和唯一性。

地域文化多以隐文化的形式存在，往往隐藏于百姓的
日常生活中，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行为，决定着人类
的命运。在我的“大漠三部曲”里，对乡土文化的抢救、挖掘
和研究，我着力很大，真正定格了一个即将消失的时代。

故乡不是地域，故乡是一种诗意的记忆，国家农业
公园无疑体现出这种诗意。它更是一种创造，是过去那
点记忆的种子，在生命滋养下诞生的灵魂的家园。乡土
有了灵魂，便有了生命，便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所
以，对于弘扬地域文化、民间文化，让它焕发出独有的文
化魅力，尤显重要，且时不我待。国家
农业公园正在大家的期待中承担起
这一重任。（作者为中国当代作家，
“大漠三部曲”的作者）

作 为 一 种 新 型 的 旅 游 形
态，国家农业公园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与欢迎。国家农业
公 园 以 其 原 汁 原 味 的 自 然 风
情，让游客们体验乡村生活、
农耕文化、园林景色等内容。

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位于中
国最美休闲乡村之一的山东省
兰陵县代村，目前已经开发建
设 1 万亩。园区景色丰富多彩，
室外有小桥流水、鲜花绿植，
使人倍感惬意，室内有农耕博
物馆、温室雨林，让人体验农
业文明的魅力。除此之外，园
区内还有多样的野生动物，展
现大自然的活力。

“锦绣兰陵”与“兰香东
方”都是室内的展馆，多样的
农作物展示了兰陵的农业发展
成果，缤纷的兰花阐释了县名
兰陵中“兰”的含义；“雨林王
国”、“华夏菜园”则以温室的
形式呈现迷人的南美热带雨林
风情与现代高科技种植成果；

“竹林水岸”以竹林、小桥、流
水、人家，展现水乡风情；“湿
地 公 园 ” 以 红 荷 、 岸 柳 、 月
光、蛙鸣，再现“荷塘月色”；

“花海田园”在春天会盛开万亩油菜花、秋天则能观
赏万亩葵花；另外还有展现民俗文化、农耕文明的

“农耕博物馆”……
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是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成

功尝试。据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景区营销总监高海淋
表示，2016 年，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接待游客总量达
95万人次。2016年4月到5月，农业公园举办了一年
一度的中国兰陵 （苍山） 国际蔬菜产业博览会，仅
菜博会期间，就接待国内外宾客50余万人。

除了兰陵，我国还有许多地方都在尝试建设国

家农业公园。
江苏省盐城市“七彩阜宁”农业公园内，繁花似

锦，美不胜收，既有“芝樱花海”、“世外桃园”、“十里荷
塘”，还有展示农业成果的“七彩农田”……“从传统
农耕到未来农业，最前卫的与最传统的交织碰撞，既
质朴又创意的乡土文化秀场园区”是其发展愿景。

位于玉林市玉东新区茂林镇的“五彩田园”现代
特色农业示范区，汇集了来自国内外各种名、特、奇、
珍、稀农业作物，拇指大的西瓜、巨型的南瓜……一系
列高科技农业成果让市民大饱眼福。“处处有美景”的

“五彩田园”勾勒出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创新模式带来新的发展，“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有

利于推动农业和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和产业脱贫
的重要渠道，是推进全域化旅游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载体”。《关于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的指导意
见》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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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厚的农业景观资
源、独特的民俗文化和

农耕文化，这些对渴盼回归自然的人
们极具吸引力。

“国家农业公园是乡村旅游和休
闲农业的升级版，是实现旅游+农

业的一种创新模式。因此，从旅
游和文化传承的角度讲，建
立 国 家 农 业 公 园 很 有 必
要。” 张玉钧认为，国家农
业公园既不同于一般概念的

城市公园，又区别于一般的农家
乐、乡村游览点和农村民俗观赏

园，它是与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
相结合的村庄、社区和乡村旅游景
区，是城乡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产物。

根据规定，申报国家农业公园必
须具有健全的道桥游线设施、下榻接
待设施、餐饮服务设施、娱乐休闲设
施、购物消费设施、通讯视讯设施和康
疗救护等设施；具有特色鲜明、美誉度
强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品牌。

各大农业公园都在打好旅游牌。

在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举办的
向日葵节期间，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既可徜徉在向日葵
花海中，也可观赏动物表演
和热情洋溢的民俗风情展
演；龙寿洋国家公园有一个
充满乡土气息的儿童游乐
园，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搭土
灶焖地瓜，或是烧瓦片爆稻
米，成为城市孩子接触大自
然的理想课堂。河南中牟国家农业公
园构建了“水景观、水文化、水生态”相
互协调和有机组合的水生态环境系
统，园区内水流潺潺，诗情画意。

目前国家农业公园在中国刚刚起
步，张玉钧认为，今后还需要加大对
农业公园建设的政策支持，提升建设
规划设计水平，加强农业公园发展的
分类管理和规范化管理。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
上，一个个规模庞大、
风景优美、产业发达、
民俗浓厚的“国家农业
公园”正在乡村诞生，
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在游览旖旎的田园风光
同时，寻找着自己梦中
的“绿野仙踪”。

据了解，为建设美
丽、低碳、环保的新农
村，根据农业部制定的
相关标准，中国村社发
展促进会拟计划用5至8
年的时间，打造出100个

“中国农业公园”。

1· 生态美是硬指标

乡土大地从来都是中国人安放身心的家
园。然而，不断加剧的农村污染致使青山裸
露，碧水难寻。尽快恢复生态环境、重建秀美
山村，成为解决农村未来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
键。在此大背景下，国家农业公园应运而生。

建设国家农业公园，生态美是硬指标。与一
般的公园不同，国家农业公园以农村广阔的田野
和绿色村庄为园区，以原住民生活区域为核心，
融入了低碳环保、循环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根据农业部相关标准制定的 《中国农业公
园创建指标体系》，包括乡村风景美丽、农耕文

化浓郁、民俗风情独特、产业结构发展、生态环境
优化等十一大评价指数，其中乡村风景美丽要求
有田园、地貌、水系和社区美景；生态环境要求社
区、产业区、旅游服务提供区都要优化。

如今，建成的国家农业公园都有其独特的
生态景观。比如，在海南，龙寿洋国家农业公
园又名万亩田野公园，进入园中，只见田野阡
陌纵横，四季常绿；村中家家房前屋后花团锦
簇，四季芬芳。位于山东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
则是另一番美景：园区内绿意盎然，温泉荡
漾。景区采用远程监控、智能室温、无土栽
培、立体种植等现代科技种植的近千种高档蔬
菜和瓜果争奇斗艳，万亩葵花基地打造出花海
与木屋、风车相融的田园风光。

2·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除了生态美，国家农业公园还是一个联
动一二三产业的大产业集群。中国农业大学
发 布 的 《中 国 农 业 公 园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2016）》 指出，中国农业公园是在农业园
区、科技园区、观光园区的基础之上，融合
农业产业发展、农耕文化与传统民俗、生态
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等多种形式发展起来
的一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新模式、休闲旅
游发展新业态。

与一般的农业生产不同，农业公园的生
产是在一个高标准的公园中进行的，盈利模
式是通过出售公园的产品或产品经营权来获
取收益。“过去，我们只有单纯的生产性收
入，现在，整个乡村就是‘大菜园’、‘大花
园’、‘大乐园’、‘大公园’，我们根据城里人

的消费需求来定制农业生产，收入包括生产
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
收入，收入大幅增加。”一位农业公园的负责
人总结说。

据报道，生活在龙寿洋公园的农民们原来
只种传统水稻和瓜菜，一亩地年收入微薄。成
立公园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当地农
民根据游客需求种兰花和荷花，游客赏
花后，还可买莲藕。种地之余，农
民还可到农家乐当服务员，入股
农村合作社当股东。

“国家农业公园是解决‘三
农’问题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纽
带，是高效农业和有机农业的基地，是
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的升级版，是延续传统农
耕文化和活化农业遗产的场所和循环经济的
示范地。”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张玉钧对本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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