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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恭城县生态农业的发展概况 分析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开发的现状 认为目前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

发展过程中存在旅游资金短缺 一些规划项目难以实施 ;旅游专业人才缺乏 旅游管理水平低 ;村民的旅游服

务技能欠缺 旅游服务质量差 ;生态农业旅游内容单调 缺乏深层次的旅游项目开发 ;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等问题 O 提出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应该进一步丰富生态农业内涵 做大做强生态

农业旅游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优化全县生态环境 ;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解决旅游专业人才缺乏问

题 ;继续探索旅游开发市场机制 多渠道引进资金 ;继续强化旅游管理 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深入挖掘与创造乡

村文化 提升生态农业旅游的文化品位 ;打造生态农业旅游精品 让恭城生态农业旅游产品走向世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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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agriculture and eco-agriculture tourism in Gongcheng
County Guilin Guangxi is introduced. The main problems include f ive aspects for instance lack
of f inance support un-operation of some projects shortage of skilled employees poor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less and loW level tourism establishments less options of tourism product package 
un-strong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The relevant measures for
solving these disadvantages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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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东北部 ~ 桂林市的东

南部 东与富川瑶族自治县及湖南江永县交界 南与

钟山 ~ 平乐县毗邻 西接阳朔 ~ 灵川县 北临灌阳县 
地 理 位 置 为 东 经 110O36/~ 111O10/ 北 纬 24O37/~
25O17/ 总面积 2149km2 1 O 恭城是一个以低山和丘

陵为主 ~ 气候条件宜人 ~ 自然风景秀丽 ~ 生态环境优

良的少数民族农业县 O 近年来恭城县在发展生态农

业的基础上进行了生态农业旅游开发 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O本文介绍了恭城县生态农业的发展 ~发展现

状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加快其生态农业

旅游开发建设步伐的对策 O

1 恭城县生态农业发展概况与生态农业旅

游开发的现状

1.1 恭城县生态农业的发展

恭城县的生态农业建设从 1983 年起步 其产生

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试点探索阶段 ~推广

普及阶段和巩固提高阶段 O在最初的试点探索阶段 
主要抓沼气建设 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以改变全县农

村燃料以柴草为主 森林遭受过量砍伐 生态环境遭

受 严 重 破 坏 自 然 灾 害 频 繁 的 状 态 O 这 一 阶 段 从

1983 年 开 始 用 5a 时 间 在 试 点 村 共 建 成 沼 气 池



2475 座 总 结 出 沼 气 N省 柴 ~ 省 ( 劳 动 ) 力 ~ 省 钱 经

济 ~ 方便 ~ 卫生7的特点 为沼气在全县大量推广普及

积累了经验 奠定了基础[2] 
生态农业建设的推广普及阶段主要是发展庭院

经济 解决群众温饱问题 通过第一阶段的沼气建

设 恭城县的干部 ~ 群众尝到了办沼气的甜头 看到

了致富奔小康的希望 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 一方面

及时总结 ~ 推广沼气建设的成功经验 另一方面深入

探索沼气与养殖 ~ 种植的内在联系 解决沼气建设过

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于是全县掀起了大养生猪 ~ 大

办沼气 ~ 大种果树的热潮 沼气池以每年 2OOO 多座

的速度发展 到 1997 年底 全县累计建成沼气池 3.
2 万座 沼气入户率由初期的 4% 提高到 53%  累计

种果 1. 68> 1O4hm2 农民人均收入大幅度增加[2] 
生态农业建设的巩固提高阶段主要是完善N养

殖_ 沼气_ 种植7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建设模式 加

快农村能源规范化 ~ 产业化进程 这一阶段 为巩固

生态农业建设的成果 该县继续加大N养殖_ 沼气_
种植7生态链的建设力度 在沼气建设方面 主要是

进行沼气技术配套化建设 大力推广新型自动排渣

沼气池和贮气罐 同时以每年新建 3OOO 多座的数量

提高入户率 使沼气入户 率 达 到 75% ; 在 种 植 业 方

面 主要是规范建设月柿 ~ 柑橙 ~ 沙田柚 ~ 红花桃四大

水果生产基地 同时大力引进新品种 优化种植业品

种结构; 在养殖方面 重点是抓好生猪的品种改良 
同时大力发展草食动物 延伸生态农业产业链[3] 

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建设 N养殖-畜粪入沼池

-沼气入户烹饪照明-沼渣 ~ 沼液进果园-水果丰

收 ~ 农民增收-森林采伐减少 ~ 生态环境改善-种养

业 进 一 步 发 展-全 县 经 济 ~ 社 会 ~ 环 境 进 入 良 性 循

环7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式形成[4] 
1. 2 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开发的现状

恭城县的N恭城生态农业模式7不仅带动了全县

社会 ~ 经济的发展 使全县生态环境步入良性循环 
而且还带动了全县旅游业的发展 近五年来 恭城县

利用其优美的乡村景观 ~ 完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多

年 的 生 态 农 业 建 设 成 果 大 力 发 展 生 态 农 业 观 光 旅

游 使其一举成为该县旅游业的支柱 
过 去 恭 城 历 届 县 委 县 政 府 曾 试 图 利 用 其 文 ~

武 ~ 周王三庙和湖南会馆等文物古迹大力发展旅游

业 但效果并不理想 每年到恭城旅游的人数仅停留

在 2~ 3 万人次 自从恭城人民凭借其独特的生态农

业建设成果 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N全国生态农业示

范县7~ N国家级生态示范区7~ N中国月柿之乡7~ N中

国 柑之乡7~ N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7~ N全国无

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7~ N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7等金字品牌开发新的旅游产品类型 以生态

农业成果为基础的生态农业旅游在全县悄然兴起 
如今的恭城县 阳春三月 大岭山桃园万亩桃花相映

红; 金秋时节 茶江岸果场千顷水果竞飘香 这种与

城市高楼大厦 ~ 繁杂喧嚣形成鲜明对比的田园美景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前往游览观光 
据恭城县文化旅游局统计 1999 年以前每年到

该县旅游的人数不足 4 万人次 自 2OOO 年开发农业

生态旅游以来旅游人数逐年增加 2OO2 年全县旅游

人 数 达 27. O 万 人 次 旅 游 社 会 收 入 达 12O7 万 元;
2OO3 年游客人数进一步上 升 到 5O. 4 万 人 次 实 现

旅游社会总收入 28OO 万元 该年度因生态农业旅游

的 发 展 使 全 县 农 民 人 均 非 农 收 入 增 收 2OO 多 元;
2OO4 年该县又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届N桃花节7和N月

柿 节7 据统计 2OO4 年仅桃 花 节 ~ 月 柿 节 和 关 公 文

化节等三个节庆即接待区内外游客 4O 多万人次 旅

游社会收入达 2OOO 多万元 
为进一步提高生态农业建设的成效 不断改善

旅游基础设施 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发展创造更好

的条件 恭城县近年又推出了N富裕生态家园富民计

划7 其指导思想是 在生态农业开发较好的村镇 经

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 建成一批方便村民生产 ~ 生活 
方便旅游接待 环境优美 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 具体措施是 , 首先选定一些条件较好的村建立示

范 点 以点连线 以线织网 逐步在全县推进 2OO1
年以来 该项工程全面起动 将全县 881 个村屯中的

368 个列入首批富裕生态家园村建设 规 划 对 象 新

村建设工作进入了规范化管理阶段 2OO2 年已完成

了社山 ~ 大岭山 ~ 白芒垒 ~ 杨梅垒等 11 个富裕生态家

园新村建设 2OO3 年 起 动 的 红 岩 ~ 牛 厄 ~ 岩 口 ~ 黄 家

厂等富裕生态家园建设也已初具规模 所有这些为

恭城生态农业旅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既开创了该

县旅游的新天地 也赋予了其生态农业新的 ~ 更高层

次的内涵 使生态农业产业链得以进一步的延伸 

2 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恭城县的生态农业旅游近年才起步 尽管发展

态势良好 发展前景广阔 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 1 旅游开发资金短缺 一些规划项目难以实施

生态农业旅游开发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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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历史文化与生态农业旅游区旅游资源开发与

保护规划> C桂林桂工旅游规划设计院 桂林市投资

咨询公司.恭城县城历史文化与生态农业旅游区旅

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规划 2003D  全县首期生态农业

旅游开发仅用于景区道路 ~ 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

资金投入即需 6800 万元 而其他旅游项目的开发更

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G 而恭城瑶族自治县 财政比较

困难 短期内很难拿出大量的旅游开发资金 G 因此 
资金短缺成了阻碍其生态农业旅游快速发展的一个

主要因素 G
2- 2 旅游专业人才缺乏 旅游管理水平低

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是建立在 两高一优 C高产 ~
高效 ~ 优质D农业基础之上的一种乡村旅游类型 它

需要生态经济学原理与旅游学相关理论的指导 需

要农学和旅游学等方面的知识 因此需要一大批懂

得生态经济 ~ 农业和旅游管理与服务方面知识的专

业人才 G 而恭城县目前旅游人才奇缺 既缺乏生态农

业旅游管理人才 也缺乏导游等旅游服务人员 G 例

如 在县文化旅游局的 60 多名干部职工中 没有一

人毕业于旅游院校;目前全县还没有生态农业旅游

方面的获证讲解员 G 这种人才状况势必影响全县的

旅游开发和管理水平 G
2- 3 村民的旅游服务接待技能欠缺 旅游服务质量

差

恭城瑶乡人民憨厚纯朴 历来有热情友好 ~礼貌

待客的风俗习惯 G 但是由于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时

间不长 旅游服务技能欠缺 G 尽管县文化旅游局对开

展旅游接待的村民开展了一些旅游服务接待方面的

培训 但是离规范的旅游服务接待要求还有较大的

差距 生态农业旅游服务质量有待全面提高 G
2- 4 生态农业旅游内容单调 缺乏深层次的旅游项

目开发

目前恭城县的生态农业旅游多停留在观花 ~ 观

果 ~ 观赏村容村貌等观光层次上 缺乏诸如参与性 ~
科普性 ~趣味性强的 ~深入反映生态农业内涵的旅游

项目 G 由此造成旅客在景区游览停留的时间短 ~花费

少 造成较严重的淡旺季节差别 从而影响了旅游的

经济效益 也影响了村民开展生态农业旅游的积极

性 进而影响全县生态农业旅游的进一步开发 G
2- 5 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差

尽管近年来恭城县委县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抓

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该县目前旅游

基础设施还远不够完善 表现在景区道路等级需要

提高 景区环境绿化 ~ 美化需要加强 景区电讯有待

覆盖 景区供水供电有待规范 G 另外 尽管该县目前

的森林覆盖率较高 但是灌木林面积较多 生态公益

林面积偏少 一些地方群众还存在滥伐森林 ~林木的

现象 对全县的生态环境构成潜在的威胁 G

3 加快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步伐的几

点措施

3- 1 进一步丰富生态农业内涵 做大做强生态农业

旅游

面对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对于恭城县生态

农业旅游发展应该如何定位 我们认为 最根本的一

点就是要结合该县的实际情况 充分发挥已有优势 
不断丰富生态农业内涵 调整和优化种植业 ~养殖业

和能源结构 实现旅游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的转

变 提高旅游经济效益 做大做强生态农业旅游 G 具

体措施:一是加大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力度 全
面 改 造 传 统 种 养 技 术 发 展 三 高 C高 产 ~ 高 质 ~ 高

效 D生态农业;二是继续研究探索沼池建设新技术 
提高其能量转化效率和沼气使用效能;三是从旅游

开发的角度发展生态农业 使全县由传统经济型农

业向现代旅游型生态农业转变 G 例如 在水果品种选

择 ~搭配时不仅考虑其经济性能 还要考虑其观赏价

值和旅游功能;在养殖方面不仅考虑发展沼气积累

粪肥的需要 还应考虑旅游美食的需求 G
3- 2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优化全县生态环

境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抓好路网建设 提高

公路等级;抓好供水 ~ 供电管网改造与扩容工作 确

保乡村旅游景区水电供应正常;修建一些特色娱乐

场所和游客服务中心 丰富旅游活动内容 G 生态环境

建设方面主要是提高景区森林覆盖率 绿化美化乡

村 景 观 G 因 为 尽 管 恭 城 全 县 森 林 平 均 覆 盖 率 已 达

70- 02%  但是目前开展乡村旅游的景区森林覆盖率

只有 35%左右 G 主要措施:一是切实保护好现有森

林树木 对景区山头地块实行全面封禁;二是对 四

旁 C村旁 ~ 宅旁 ~ 道路旁及河沟旁 D空地落实户主限

期绿化;三是制定护林公约 落实护林和毁林的奖惩

措施 G
3- 3 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解决旅游专业人才

缺乏问题

随着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的迅速发展 旅游专

业人才奇缺问题也变得十分突出 G 应采取以下措施

加以解决:一是从现在开始每年从旅游院校争取一

些大中专毕业生到恭城县工作;二是在县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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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现有人员中选派部分人员到旅游院校进修深造9
三是聘请一些农业 \ 林业 \ 旅游院校的专家 \ 学者作

为顾问9为该县生态农业旅游发展出谋划策9四是重

点扶持和培训部分条件较好的农户9使他们成为旅

游开发经营骨干9带动全县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9五
是有计划地开办生态农业旅游导游讲解班9培训当

地导游讲解员 G
3-  继续探索旅游开发市场机制9多渠道引进资金

恭 城 县 近 两 年 已 成 功 利 用 " 政 府 主 导 \ 企 业 承

办 \ 市 场 运 作 ' 的 模 式 举 办 了 几 届 生 态 农 业 节 庆 活

动 G 今后除了积极向上级政府 \ 部门争取旅游开发资

金 \ 加大自筹资金力度 \ 适度贷款开发旅游外9还应

继续探索旅游开发的市场机制9更多地引进外资开

发其丰富的生态农业旅游资源 G 具体措施:一是对开

发生态农业旅游的企业适当减免税费9二是采用景

区租赁 \承包等多种形式开发生态农业旅游9三是采

用农户股份制形式筹集旅游开发资金9以乡镇或村 \
自然村为单位联合开发生态农业旅游 G
3- 5 继续强化旅游管理9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一是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制定出一系列的生态

农业旅游开发 \经营和管理办法9加大对生态农业旅

游的管理力度9使生态农业旅游管理科学化 \ 规范化

和制度化9防止抢客 \ 宰客等不良行为的发生9二是

继续加强对生态农业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9不断提

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9三是各村培养一批专

职农业生态旅游讲解员9为游客提供生态农业旅游

讲解服务9让游客更多的了解生态农业的内涵 \ 当地

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9加深对生态农业的认识 G
3- 6 深入挖掘与创造乡村文化9提升生态农业旅游

的文化品位

生态农业旅游的魅力不仅在于其优美的农村景

观 \ 完 好 的 乡 村 生 态 环 境9还 在 于 其 传 统 的 乡 村 文

化 G 因此9恭城的生态农业旅游在大力开发乡村景观

的同时还应注意其乡村传统文化的挖掘9以便将生

态农业旅游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 G 具体做法:
一是深入挖掘其瑶族传统民族文化9建成几个瑶乡

生态农业旅游区9使瑶乡风情与生态农业有机结合9
二是逐步开发出一些新的乡土文化9打造新型生态

农业旅游品牌 G 如除了继续办好每年一度的 " 桃花

节 ' \ " 月柿节 ' 外9还可创办 " 柑节 ' \ " 寿桃节 ' \ " 油
茶会 ' 等9以进一步增强生态农业旅游的活力 G
3- 7 打造生态农业旅游精品9让恭城生态农业旅游

产品走向世界

恭城县委县政府应从战略的高度谋划生态农业

旅游发展9将其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融入到 " 桂北旅游

黄金圈 ' 中9将其旅游产品打造成为广西 \ 甚至全国

的生态农业旅游精品9与桂林市区的山水观光 \贺州

姑婆山的森林生态旅游 \ 阳朔 \ 平乐 \ 钟山一带的田

园风光旅游等形成优势互补 G 同时加大宣传促销力

度9使其生态农业旅游产品走出广西 \ 走出中国 \ 走

向世界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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