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萧县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必要性及条件
（一）得天独厚的区位、资源及文化优势
萧县地处淮北平原，处于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区，具备发

展休闲观光农业的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萧县东临徐州，南接淮
北，位于淮海经济区、徐州都市圈、宿淮城市组群的中心部位，
长三角城市群北翼，被誉为“淮海明珠”。萧县四通八达，拥有
承东接西、沟通南北、双向开放、梯度推进的战略区位优势。此
外，萧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境内名胜古迹众多，文化遗产丰
富，有 6000 多年的文明史，3100 多年的建城史，古有“文献之
邦”之称，是中国汉文化、孝善文化、陶瓷文化、伏羊文化的重
要发源地，被称为“中国画都”“汉兴福地”。

（二）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需要
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萧县引领农业走上科学发展轨道

所做出的与时俱进的战略抉择，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高效
生态农业，使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次新的飞跃。首先，
萧县依托广袤的田园风光，依靠特色农产品，延伸农业经营产业
链，提高农业附加值，初步形成了一批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带和规
模生产基地，为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集聚良好资源优势。此外，
随着都市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私家车的普及，对乡村
宁静生活、田园美丽风光的渴望，为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提供广泛
的客源。最后，萧县人素来敢闯敢冒、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见
缝插针”的灵活经商理念，为休闲观光农业这种新型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动力。

（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要求
萧县曾是全省深度贫困县，2014 年曾有贫困户 9.64 万户，

贫困人口 21.29 万人，贫困村 87 个，贫困发生率高达 16.97%。几
年来，萧县坚决贯彻中央“精准扶贫”的重大战略决策，大力开
展脱贫攻击。截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萧县已退出贫困县序列。
至此，安徽省 3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如何保证脱贫摘帽后不再返
贫仍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为了更好地创新“精准扶贫”的方式方
法，拓宽“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大力发展都市休闲观光旅游
农业不啻为增加贫困农民收入、巩固脱贫“摘帽”成果的一剂良
药。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有利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有利于形成多要素集聚、多产业叠加、多领域联动、多环节
增效，有利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和推进精准脱贫。

二、萧县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境
（一）缺乏规划和规范管理，布局结构不尽合理
缺乏科学合理地总体规划和有效地宏观管理，有些项目做得

粗糙，主题不鲜明，布局不合理。此外，经营者对发展休闲观光
农业缺乏相应的经营管理经验，管理不够规范。同时还缺乏相应
的规范标准和法律保障，对开发项目中服务设施占地问题、从业
者的经营范围与活动内容的核定等缺乏统一、适用的管理标准，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观光休闲农业的健康发展。

（二）缺乏投入和规模化经营，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现有的休闲观光项目尚难以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求，许多项

目都是由生产性项目改造为观光农园，项目功能单一，缺乏创新
与特色，尤其是可供游人参与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娱乐活动较少，
对本地的民俗、文化内涵开发不充分，缺乏吸引力。此外，部分
乡村旅游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住宿、餐饮、停车、交通等设
施不配套，卫生条件和城市相比相差甚远，严重影响人们的休闲
观光体验和景区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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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萧县立足区位，发挥优势，休闲观光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促进了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对于全县顺利“摘帽”、稳固脱贫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业；脱贫

（三）缺乏保护和科学开发，生态环境受损较重
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中存在较大盲目性，乡村原有的清

新、自然的空气品质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日益下降。表现在：经
营者环境意识淡薄，生活污水、垃圾等废弃物缺乏合理地处理，
造成环境污染，没有真正把旅游资源的保护当成旅游发展的生
命线。游客观光休闲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不爱护基础设施，践踏草
地、庄稼，肆意丢弃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给生态环境
造成破坏。

（四）缺乏特色和多种经营，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目前休闲观光旅游的项目比较单一，集中在吃农家饭、采

摘、钓鱼等常规活动，缺乏特色，忽视了乡土文化、乡村民俗等
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项目设计雷同、功能不配套、简单仿效、
粗放经营、市场定位不明显等弊病显而易见，造成游客的体验类
型单一，也导致观光旅游项目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一些项目
仓促上马，规模小、品位低、缺少特色，“农”味不浓；有些项目
资源利用率不高，项目间缺少有机串联，不具链状开发的思路与
方法。

三、加快萧县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统一思想，政策扶持，建立健全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管

理机制
1．安排专项资金扶持。对一些经营特色明显、带动力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足、运作规范的农业休闲观光项目要采取以奖代
补形式予以支持；对具有一定规模的休闲观光农业点，经有关部
门审核后，要享受农业龙头企业有关扶持政策。

2．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休闲观光农业项目虽是现代都市农
业的一种形式，但其本质还是农业，仍应享受农业的有关税收优
惠政策。尤其是萧县目前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仍处于初始阶段，在
税费收取方面其标准要尽量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则。

3．降低项目收费标准。对休闲观光农业项目的水电供应，
应按农业水电价格政策执行。对休闲观光农业项目的定价及管
理，应实行一定的优惠政策，既能使广大消费者接受，又能使项
目本身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二）积极引导，长远规划，做大做强休闲观光农业产业规
模

1．做大做强传统种植业。萧县大部分乡镇仍从事传统种植
业，传统农业乡镇应立足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做大做强传统农
业，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完善、生活功能相对齐备、科技示范功能
明显、经营模式多样、服务水平较高的农业休闲观光园区，发挥
这些传统农业乡镇的“天然养吧”的独特魅力。

2．提档升级经济林果业。永堌、庄里、白土、官桥、孙圩
子、王寨等乡镇一直都有种植高效设施蔬菜和经济林果栽培等传
统，高效设施农业和经济林果栽培已初具规模。这些乡镇可以着
眼于丰富农业特色种植、增加农民收入，向效益、生态、科普、
休闲农业拓展，通过提升改造、项目拉动、资金整合、社会投资
等多种形式，建设和壮大一批集休闲、采摘、餐饮、垂钓为主的
休闲观光农业园区

3．宣传推介特色美食文化。萧县有着悠久、丰富的民俗文
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例如萧县自古就有养羊、吃羊
的传统，并衍生出了悠久的伏羊饮食文化，伏天吃伏羊已从萧县
走向全国。皇藏峪、天门寺附近野生菌菇，配上当地特有的淮北
麻鸡，味道鲜美，美名远扬。酒店乡酒店村卤制驴肉远近闻名，



被誉为淮北平原一绝。充分挖掘这些地方特色美食，进行打造、
宣传，既可以提升本地旅游影响力，又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三）注重文化，创立品牌，培育打造休闲观光农业特色旅
游精品

1．打造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如金寨文化遗址、萧
窑欧盘遗址已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萧县伏羊宴习俗入选
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皇藏峪景区创建 5A级旅游景
区；蔡洼红色旅游景区创建 4A级景区；始于 1942 年，由萧龙士
创办的“桃花笔会”，每年 4 月 8 日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书
画爱好者。萧县还是全国孝文化的代表，“鞭打芦花”故事的发生
地。除此之外，萧县还有著名的坠子戏、年画、伏羊美食宴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今后应继续做大做强这些文化品牌，充分利用这
些文化资源打造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休闲观光旅游品牌。

2．培育独具特色的名优农副产品品牌。萧县物产丰富，有
许多闻名遐迩的农副产品。如徐里石榴、萧县白山羊、圣泉寺面
皮、皇藏峪蘑菇鸡、徐里巴斗杏、萧县葡萄、帽山萝卜、孙楼辣
椒、淮北麻鸡、高滩萝卜等传统产品在江淮地区一直深受群众的
青睐。应充分挖掘这些独具特色的农副产品及小吃，对其进行包
装、宣传，力争让这些萧县特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利用名优
农副产品扩大萧县的影响力。

3．开发一批极具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萧县有始于新石器
时代的金寨遗址、始于隋朝的欧盘窑址，圣泉寺、皇藏峪、天门
寺、花甲寺遗址、萧县孔庙、相山寺遗址、广济寺遗迹、萧龙士
故居、黄河故道，东汉后期古葬群、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农业
学大寨典型——郭庄大队、“孝”文化代表——鞭打芦花车牛返村
等，这些遗址都是极具开发价值的旅游景点。深入挖掘这些文化
资源的历史及旅游价值，对于增加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提升当
地的知名度，发挥休闲观光旅游的辐射作用，有着不可小觑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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