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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区河谷休闲农业发展规划研究
———以百色市右江河谷休闲农业发展规划为例①

肖 可, 秦 华

西南大学 园艺园林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休闲农业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点的重要组成部分.热区河谷地带凭借其优越的自

然资源和人文环境,成为发展休闲农业的福地.结合百色市右江河谷休闲农业发展规划,通过实地调研以及文献研

究,从资源特征、功能结构和产品项目等多个方面进行阐述,总结提出规划策略,为热区河谷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

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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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
中国热区,指我国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台湾等省区(约北纬18°~

24°),以及云南、贵州、四川的干热河谷区域[1].该区域内,热量、光照、水分等自然资源充足,农业经济发

达.根据2010年郑景云对我国气候区进行的划分,得到热带及南亚热带北界线(图1).

图1 南亚热带北界划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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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是由于流水的侵蚀作用形成的谷地,一般情况下,水流会携带大量泥沙冲击河岸,在两岸形成平

坦肥沃的土地,且由于地势较低,温度较高,河谷地区一直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宝地.
休闲农业指“把农业的生产过程,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风情风貌,根据科学的设计和开发,形成

了一个集休闲观光、企业娱乐、度假教育、示范推广为一体的新兴产业态和消费业态”[2].作为一个新兴

的农业类型,休闲农业更强调的是把农业文化和风土人情融入到农业旅游活动中,是多种功能的农业发

展模式.

图2 右江河谷区位分析

2 项目背景

百色市右江河谷休闲农业发展项目在广

西省百色市境内,以右江河为主轴线,涉及高

速公路可视范围内的河谷地区,涵盖一区三

县的右江河谷平原地带(图2).右江河谷整体

地势中间低,南北高,呈狭长带状形态,规划

区总面积5800km2(图3,图4).
百色市充分利用自身独有的自然风光、社

会风情和民族文化等优势的旅游资源,开发多

种形式的休闲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至2015年,百色乡村旅游人数就达723万人,乡村旅游收入52.17亿元,
休闲农业逐渐成为百色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完成由“农家乐型”向“农业娱乐型”的过渡,正朝着“乡村度

假型”发展[3].目前,百色已完成了全市休闲农业总体规划.

图3 高程、坡度分析 图4 坡向、水文分析

3 右江河谷资源特点及问题分析

3.1 资源特征

3.1.1 优越的生态本底

右江河谷流域南北山体环抱,冷空气难以入侵,冬无霜冻,夏无台风[4].年平均气温大约在19.0~
22.0℃之间,光热充足,雨热同期,被誉为“天然温室”,同时,整个流域无明显环境污染,环境优美.
3.1.2 独特的农业景观

右江河谷清澈透明的右江水系、独特地貌形态以及农民生产劳作与生活场景所形成的优美乡村田园农

耕景观,共同构成了右江河谷休闲农业发展最基本的本底资源(图5).
3.1.3 多彩的民俗风情

右江河谷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充满情趣的民间文化正逐渐向世人展现,

2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39卷



充满无穷魅力(图6).

图5 右江河谷三维地貌展示

图6 壮乡风情展示图

3.1.4 富集的红绿色文化

百色市是我国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革命纪念地众多;此外,右江河谷自然

资源独特,环境优越,民风纯朴,资源的原生性、自然性和天然性极高,形成了以绿色为肌理的生态文化基

础.红色文化与绿色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是右江河谷休闲农业发展的又一优势与特色.
3.2 主要问题

1)乡村文化城市化 部分乡村“农味”不足,尤其是具民族特色的“农味”不足,缺乏特色,城市化的建

设开发,破坏了原始的乡村环境.
2)品牌形象模糊化 由于对当地文脉、旅游资源和客源市场把握不到位,加上百色休闲农业缺乏拳头

产品和特色产品,致使旅游形象难以确定,对外感召力差.
3)产品层次粗浅化 主要表现在功能单一、结构不健全等方面,缺乏当地民俗特色,对娱乐性、参与

性以及休闲农业新业态、震撼力强项目的深度整体开发不够[5].

4 右江河谷休闲农业规划基本思路

4.1 发展目标

百色是广东进入云南旅游大省的必经之地,应充分发挥右江河谷突出的区位优势,依托独特的农业景

观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抓住现代农业大发展契机,加强休闲农业开发与农业大项目的融

合,全力构建休闲农业品牌体系,丰富休闲农业产品类型,力争将右江河谷地区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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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
4.2 规划理念

1)嫁接:核心为热区河谷自然资源+农耕景观+民俗文化+休闲农业=嫁接,充分利用右江河谷优越

的本底条件,最大程度突出休闲农业的综合功能价值.
2)融合:核心为农旅融合、红绿融合.必须充分发挥河谷农业基础作用和旅游业带动作用的双重合力,

必须充分发挥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的双重合力,为右江河谷休闲农业带来枝繁叶茂的蒸蒸景象.
3)生长:即变化、发展,是连续的、长久的、健康的生长,意味着传承与发展.生长是嫁接、融合的结

果,绿色循环和健康可持续发展是生长的终极目标.
4.3 形象定位

结合右江河谷整体空间形态、气候环境特点、乡村文化元素等综合考虑,确定右江河谷休闲农业总体

形象为:意境田园,乐和右江.
“意境田园”形象描绘展现出了右江乡村景观犹如一幅立体的画,一曲扣人心弦的田园交响乐.“乐和右

江”就是昭示人们去百色右江河谷美丽乡村找寻幸福和快乐.
4.4 功能分区与空间布局

4.4.1 功能分区

右江河谷休闲农业总体上按照“一廊一区二带”模式布局,构建右江河谷休闲农业百里画廊(图7).

图7 右江河谷休闲功能分区图

1)“一廊”,即右江湿地休闲运动长廊 根据右

江河及其支流各段的资源禀赋,建设生态湿地休闲

旅游景区,重点依托平果县的交通区位和自然山水

资源优势,以平果县为核心,将右江河谷“一区三

县”的户外休闲资源串联起来,以“红城福地、壮乡

水韵”为主题,构建色彩斑斓、异彩纷呈的右江湿地

休闲运动长廊.
2)“一区”,即右江河谷特色农业观光区 依托

右江河谷现已形成并具特色的蕉海芒林农业景观及优

越的山水自然格局,通过农业园区集群和“美丽河谷、

靓丽村屯”建设,以右江河、高速公路和铁路等线性系统,串联“三县一区”丰富多彩的景观农业资源,构建

以开心农场、休闲垂钓、农事体验和农家餐饮等为主题的右江河谷特色农业观光区.
3)“二带”,即右江河谷南北度假休闲养生带 以右江河谷南北两侧高丘陵区为主,依托优良的气

候条件及森林植被资源,以七彩民族风情万种的民俗为吸引物,以“始祖故里,养生福地”为主题,始祖

布洛陀敢壮山为中心,打造“中国第一条世界级养生旅游线路”,重点发展乡村居家式民俗越冬度假休闲

养生旅游[6].

4.4.2 空间布局

在空间布局上,休闲农业的布局以右江为中心线,向两侧延伸,用地空间形态依次为沿江水岸带—河

滩平地—丘陵区—山区,海拔由低到高.分别对应百里右江湿地景观带—平坝河谷乡村田园带—丘陵热区

水果产业带—绿色生态屏障保护带(图8).
4.5 产品形态及主体项目策划

4.5.1 产品形态

依托百色右江河谷地区的休闲农业特色资源,规划构建休闲农业产品体系,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图9).
1)冬春度假游产品 冬天北方寒冷难受,选择去南方“猫冬”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项新型休闲度假游方

式.开辟“猫冬”地已是一项休闲农业发展的新方向.充分利用右江河谷冬春温暖与壮乡风情的叠加效应,以

我国东北、西北和华北为主要目标人群,“猫冬”休闲养生市场必将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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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右江河谷休闲农业空间布局图

图9 右江河谷产品形态图

2)农业科技游产品 结合右江河谷众多现代高科技农业园区,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游产品,以广西百色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核心,走“农旅结合”之路.
3)生态养生游产品 右江河谷地区冬季温暖,空气清新,田园风光优美,是理想的宜居养生天堂,规

划选择风景秀美、水源充沛清洁、气候冬暖夏凉的区域,规划建设康复养生人群社区,开展森林疗养、康复

旅游、养生旅游等休闲农业产品,发展健康经济.
4)壮乡风情游产品 百色市居住着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7个民族,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

多姿的文化,具备发展乡村文化风情游产品条件.民俗风情游产品开发的首要环节是要突出产品的体验主

题,它是民俗风情游的灵魂,贯穿整个旅游的全过程.开发体验式乡村民俗游产品,尤其是文化体验产品的

关键在于对其体验主体,即对特定文化进行深度的挖掘,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一些富有趣味性和多样性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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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参与性活动.
5)田园观光游产品 田园观光游既是一种最初级,也是一种最普遍、简单、实惠、需求大、受欢迎的

旅游产品形式.右江河谷自然生态环境优越,芒林蕉海,菜园果岭,稻田鱼塘,繁星棋布,亚热带农业景观

特色明显,具有发展田园观光旅游的潜质基础.
按照“一片果园就是一座公园,一个园区就是一个景区,一处农场就是一座农庄,一个产品就是一份礼

品”的规划思路,大力开发民族村落休闲、田园观光、果蔬采摘、乡村俱乐部和乡村酒店等项目,举办赏花

采果节、划船垂钓赛等活动.
6)滨水休闲游产品 右江河谷地区水景资源丰富,布镜湖、澄碧湖、福禄河和右江滨水区等都是难得

的宝贵资源,充分依托这些独特资源,可以打造形成具有右江河谷特色的江南水乡景观,提供多样化的滨

水休闲产品.
4.5.2 主体项目策划

1)右江现代农业硅谷城 以农业园区的核心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大力发展创意农业、智

慧农业和精准农业.建设集热区果蔬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和农业历史等于一体的农业主题博览园,建设兼具

研究、科教、观光等功能的现代农业创新园、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园、现代农业企业孵化园、特色种苗产业园、
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农业科技探索园、农产品加工园和物流园等特色农业大观苑,举办各种大型综合性的农旅

会、农高会等,终极目标是建成国内南方最大、达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的农业硅谷城(图10)[7-8].

图10 右江河谷休闲农业主体项目策划图

2)百里生态湿地休闲长廊 依托右江流域水系景观以及生物多样性高、生态环境好等优势,因地制

宜,科学规划,形成具有壮乡特色的大型滨水休闲景观带.
按照“宜林则林、宜水则水”基本思路,打造“森林河谷,多彩右江”,在右江河流域两岸1~2km范围

内,统筹规划建设包括各类湿地公园、乡村田园、绿色廊道、江岸游憩、水上运动等在内的复合型生态湿地

休闲运动旅游系统.规划实施“1235”工程,即规划建设实施666hm2(1万亩)以荷花及其他亚热带特色植物

为主体的壮乡花海工程;133hm2(2000亩)鱼乐大视界工程,以特色水产养殖为主体,开展休闲垂钓、商

务垂钓、高端垂钓以及国际垂钓大赛等活动;200hm2(3000亩)以福绿河等水湿生植物为主体的湿地生态

公园,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生物多样性系统;50km有氧健身慢行系统,开展国际性骑行比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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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澄碧湖商务休闲港 澄碧湖风景区位于百色城东北部7km处,以自然山水为主体,湖水终年清澈

碧绿,湖中岛屿星罗棋布,湖区周围溪流盆道水湾曲折[9].根据现有基础及资源特色,塑造具有浓郁亚热带

风情,融合壮族文化底蕴,注入时尚、高端和休闲等元素,具识别性、差异化的国际休闲名湖.以运动、休

闲和度假等为核心功能,开展国际性的水上赛事、湖滨户外运动赛事等,环湖规划建设休闲度假群落以及

壮乡风情岛、人鸟天堂、湿地乐园、丛林真人CS野战场和汽车露营地等特色旅游休闲产品.
4)候鸟猫冬度假驿站 依托右江河谷优美的环境、四季花果、冬季温暖如春等独特资源,结合“美丽

河谷”建设成果,在右江河谷选择特色村落、风景区或人文旅游区,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宜居品

质,发展冬春度假村式乡村度假产品、公寓式休闲农业度假产品、俱乐部式休闲农业产品等,建设分时度

假公寓,设老中青主题客房、家庭客房和公寓套间等居住类型,供候鸟型度假游客居住;重点吸引三北地

区白发一族季节性入驻,探索盘活农村存量资产,游客低成本休闲度假的新途径.以冬春为目标季节,并运

用现代高科技建设冬春上市的芒果、火龙果和葡萄园,为百色创造独特的休闲度假吸引物.
5)芦仙湖观光商务会都 充分依托芦仙湖临近南宁的地理区位,全面对接和分流南宁都市圈的商务

休闲和居民观光,以生态商务为特色,面向商务政务市场,按照作为南宁后花园的基本要求进行规划建设.
加强低碳社区、湿地公园、科普基地等生态示范项目建设,提升景区品质和吸引力,湖周区域可适当压缩

水果生产规模,逐步加大发展生产性及观赏性花卉产业,既可以营造优美的环境,满足商务、观光的需要,
同时也可以弥补百色右江河谷花卉产业发展的不足及短板.
6)亚热带特色果庄嘉年华 依托龙须河田东段(全长约17km)两岸优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瑶族风

情、作登乡园艺场资源,建设以亚热带风情果庄为核心,以有机农场、温泉SPA、健康会所、艺术村和拓展

训练基地等为配套,打造成集餐饮、果园采摘和农庄休闲于一体,亚热带风情浓郁的休闲农业景区.规划建

设异国风情葡萄小镇、法式葡萄庄园、景观芒果大视界和花漾渔村等主题项目,开展或举办果酒酿造、鉴

赏、销售、篝火晚会、露天剧场、果文化沙龙与讲座和论坛等活动;建亚热带风情大舞台,增强项目吸引力.
7)布镜湖养生天堂 依托平果县坡造镇布镜湖优美的田园风景,清澈碧绿的湖水和泉水资源,在严格

保护布镜湖生态环境基础上,对原有废弃农居和果园、农田进行改造,发展度假山庄、农夫果园、园艺场和

甘泉乐园等休闲农业业态,开展“农夫的一天”、“浑水摸鱼”等参与性农事活动,辅以特色农产品开发,广

泛开展食疗养生、山水养生和度假养生等特色养生产品,立足周末度假市场和家庭旅游市场,建设集休闲、
居住、养生、养老、农艺、旅游和生态于一体的假日养生农庄.
8)敢壮山壮乡风情大舞台 以田阳县敢壮山布洛陀文化旅游景区为依托规划建设,实施景屯联动、景

城联动发展思路,策划开展“走近壮族,印象敢壮山”大型实景演出等特色活动,把敢壮山布洛陀文化旅游

景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平、广西特色、全国具有竞争力的,集观光游览、文化体验、寻根祭祖、民间祭祀

和实景演出于一体的文化旅游产业博览园区[10].

5 结 语

目前是旅游消费向休闲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2014年全国休闲农业的游客数量达到12亿次,休闲农

业发展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热区河谷而言,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丰富,如何构建和更好地发展

休闲农业这一体系,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热区河谷休闲农业的建设发展,在功能定位上,要根据现状,合理定位,提出前瞻性的规划理念,完善

休闲农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在资源的利用上,要充分挖掘本底资源条件,用生态环保筑牢现代农业产业,
提升品牌形象,打造出特色生态的休闲农业景观;在业态的发展上,要依托特色资源,构建休闲农业的产

品体系,开发多层次主体项目,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百色市右江河谷休闲农业的规划通过嫁接的理念,让热区河谷优越的自然条件与农业、旅游业等有机

结合,突破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的经营模式,优化配置各项资源要素,为热区河谷休闲农业的发展升级提供

借鉴和复制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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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arrivalofleisuretime,leisureagriculturaleconomyhasbecomeanimportantpartof
Chinaseconomicgrowthpoints.Hotvalleys,withtheirsuperiornaturalresourcesandhumanenviron-
ment,arebecomingidealspotsforthedevelopmentofleisureagriculture.Inastudycombiningfieldsur-
veyandliteratureresearch,withBaiseYoujiangValleyLeisureAgriculturalDevelopmentPlanningasan
example,theauthorselaborateitsresourcecharacteristics,functionalstructureandproductprojects,and

putforwardtheplanningstrategyforthedevelopmentofleisureagriculturesoastoprovideideasand
measuresforthedevelopmentofleisureagricultureinhotvall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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