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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田园综合体视域下的乡村旅游规划 以广西环江琼
园桔乡休闲农业示范区为例
韦艳春

云南师范大学，中国·云南昆明

田园综合体是一种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高度融合的复合型业态，代表乡村未来趋势的新型发展模式。论文结
合广西河池市环江琼园桔乡休闲农业示范区实际状况，对田园综合体的理念内涵进行剖析，对其规划策略进行思考探索，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广西河池市环江琼园桔乡休闲农业示范区规划为田园综合体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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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蓬勃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尤其在遭遇了新冠疫情的突袭，城市居民对乡

村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对乡愁的寄托越来越浓，在乡村

旅游、休闲、度假等生活方式上有了更多的需求，居民对田

园乡村的建设出现了新的期盼。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

提出“田园综合体”概念，作为实施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载体之一，田园综合体是现代农业、休闲旅游和田园

社区相结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是农业发展进步的产物，也是一个集农业产业园、美

丽乡村、特色城镇和全球旅游更高阶段的产物 [1]。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田园综合体如何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做好

规划呢？

2 背景分析

田园综合体能够在中国国民经济增长新常态条件下，

满足城乡居民对高端生活、旅游和消费的各种新型需要，

该新模式的产生，为协调农村产业、生态、文化发展带来契

机 [2]。就广西河池地区来看，目前与环江“琼园桔乡”田园

综合体相毗邻的田园综合体有金城江“峒天福地”田园综合

体和宜州“刘三姐歌乡”田园综合体，被称为田园综合体“三

大板块”。这“三大板块”有利于联合周边各县域的乡村休

闲旅游品牌，发展一批集现代农业、民俗文化、乡土风情、

生态景观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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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琼园桔乡概况及资源现状分析

3.1 产业基础坚实有力

琼园桔乡休闲农业示范区地处大才乡柑橘产业核心示

范区腹地，盛产沙糖桔、沃柑、红心香柚等水果，其中核心

区占地面积 1015亩，扩展区 2200亩，辐射区 6000亩，年

产量 21574吨，产值上亿，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示范区主推

“高位嫁接”技术，园区内配备太阳能杀虫灯、害虫诱捕器、

粘虫黄版等绿色防控设施，果品优质上乘。

3.2 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示范区位于金城江—环江—宜州一小时经济圈核心位

置，地处金宜走廊延长线，距环江县城区中心 11公里，驱

车十分钟即可到达。国道 323线贯穿境内，西北邻近贵州黔

南布依族自治州，东南紧靠柳州、来宾等地，加上桂林至柳

城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加速构建连接湖南凤凰、桂林、柳

州、百色休闲旅游走廊，交通便捷。

3.3 政策红利密集释放

随着中国出台关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发展特色小镇、

实施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战略部署，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西田园综合体创建方案》，对于列入

自治区级田园综合体试点的项目，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个

项目 1000万元资金支持，连续三年给予支持，为推动乡村

旅游提质升级提供了政策保障。广西河池市于 2012年 7月

出台了《河池市创建田园综合体五年行动方案（2021年—

2025年）》，明确到 2025年，全市力争建成 45个市级田

园综合体，力争获批准创建 3个自治区级田园综合体、1个

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助力推动“六新河池”建设。

3.4 市场前景广阔明朗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发展迅猛，乡村旅游是中国旅游

消费中发展最快、潜力最大、带动性最强、受益面最广的领

域，近年来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年均增幅都超过 20%。尤

其是随着“互联网 +”融入乡村旅游业时，传统文化确实得

到一定的传播，也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官

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数为

32亿人，同比增长 6.7%；2020年 1-8月中国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接待人数为 12亿人，同比下降 62.5%。

3.5 限制短板

综合规划缺乏特色意识

由于示范区主体规划意识薄弱，自身掌握的旅游规划

知识有限，容易出现发展模式单一、功能分区不合理、旅游

产品层次低、同质化等问题，从而导致游客停留时间短、消

费吸引力小、重复消费率低，对当地旅游消费的贡献相对较

少。随着游客素质的不断提高，旅游需求也出现了新变化，

目前规划设计理念已不能适应当下的旅游新形势。

旅游品牌知名度不高

琼园桔乡休闲农业示范区虽然在近几年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在周边县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放眼整个河池，其品

牌知名度不够，竞争力不明显。而周边的贵州、湖南、云南

等省、区及广西各个城市之间在田园综合体的相关自然资源

和乡村文化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区域间旅游资源的相似性

引发的激烈竞争，使得旅游品牌的成立尤为迫切。

产业融合发展不足

示范区内一二三产处于相互独立的模式，即旅游观光、

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三项基本分离，大多以游览乡村风光、

农家饭、采摘等，在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农业科技示范等方

面存在明显不足。示范区目前仍处于比较原始、粗放的基础

农家乐方式，三产融合力度不足，无法进一步激发农业及其

相关副产品的高附加值。

4 园区规划发展思路设想

田园综合体是以乡村地域空间为母体，依托于乡村、

立足于农业，吸纳旅游和文化等多种元素，建构起集多产业、

多业态、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经济组织 [3]。根据目前琼园桔

乡的地理、区位以及交通优势，以环江城区为中心点向省道

205沿线县郊辐射，初步形成以金城江 环江 宜州这

条田园风光走廊的精品旅游线路，在此基础上再扩大周边辐

射区域，在空间布局上深化构建“一个中心、两条走廊”的

格局。“一个中心”即县区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借助中心城

区在交通、食宿、娱乐等要素的聚集效应，提供综合服务，

打造区域性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两条走廊”即接连市金

城江 环江的金环走廊和以高速公路贯穿的环江 德

胜 宜州的这条山水走廊。两廊环抱形成“金环宜联动齐

发”的黄金旅游圈。

4.1 现代休闲农业区

现代休闲农业区主要以现代农业特色观光体验为主题，

园区内设有农耕研学园、花海观光园、生态果林等项目。“周

末农场”和“观光农场”是韩国发展休闲农业的典型形式。

结合当下教育“双减”政策背景，借助农耕体验园平台，设

置农耕精品科普路线，丰富研学内容，深度开发亲子家庭市

场，日常活动安排主要围绕小动物、农作物开展，可以结合

周末休假时间，或者根据寒暑假的不同需求，开设短期或者

中期的主题活动，保证每位小游客的每一次到来都可以有全

新的体验和发现，满足他们探索农业科普知识的需求；同时

可以结合相关的主题文化活动，开辟摄影基地，吸引更多的

游客；划分专门的果园种植区域，由于园区内种植的沃柑、

砂糖橘丰收季节恰逢冬季，可以举办沃柑砂糖橘丰收节，为

游客提供观光、休闲、采摘服务，刚好可以弥补季节消费短

板，增加旅游收入。

4.2 康养文创体验区

康养文创区体验主要以生态、康养、文创为主题，通

过园区内设有的文创社区、康养社区、康体休闲等项目，感

受乡村生活与绿色生态。文创社区以发展地方本土特色乡村

文化为主要发展方向，结合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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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非遗技术传承人开班学习传播毛南族的花竹帽、傩

面、铜鼓的制作工艺，传承领会非物质文化的精神内涵。通

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同时开拓整合其他文创领域的资源，为

文创企业提供人才培训、场地服务，不断宣传扩大影响力，

让游客看懂乡愁品味乡愁；康养社区以修身养性、康复理疗、

修复保健、文化体验等四大健康主题方式，针对老年人、康

复人群等不同群体提供特色种植与户外疗养的功能，进一步

亲近自然山水、森林、田园以及体验风土民情。

4.3 综合生产服务区

特色农业区以生产性景观、发展种植、养殖、研制、

采摘为主的参与性景观空间，在生产带动周边产业的同时辅

助发展旅游业。规划区内设置了农园民宿、生态种植、有机

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项目，依据产业化布局特色农业区主要

以现代化的畜牧养殖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为主，结合琼园桔乡

产业基础，以柑橘产业链条作为重点优化内容，园区内设置

有采摘、选果、打包、销售为一体的物流仓储平台，在带动

周边村民就业的同时，开发产品附加值延伸途径，实现农业

和旅游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带动园区经济多元化发展。

5 结语

田园综合体是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兴发展模式，

同时也是乡村旅游功能表达的重要手段 [4]。当前，中国田园

综合体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各地区在摸索中不断挖掘新

路径，开辟新方向，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过度重视第三

产业开发，忽视农业的主体功能，甚至出现将田园综合体作

为传统景区进行打造的倾向。因此，如何能更好地以田园综

合体建设目标为导向，依托琼园桔乡旅游资源优势进行旅游

整体规划，强化产业基础，推动三产融合发展，从而提升整

体知名度，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仍

值得继续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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