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沂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

一、农旅互动模式

农业、农村、农民与旅游休闲进行结合，形成不同的乡村旅游形态，这些形

态按照类型划分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七个类型：

1、田园农业休闲模式

以农村田园景观、农业生产活动和特色农产品为休闲吸引物，开发农业游、

林果游、花卉游、渔业游等不同特色的主题休闲活动，满足游客体验农业、回归

自然的心理需求。主要类型有：田园农业游、园林观光游、农业科技游、务农体

验游。

2、民俗风情休闲模式

以农村风土人情、民俗文化为休闲吸引物，充分突出农耕文化、乡土文化和

民俗文化特色，开发农耕展示、民间技艺、时令民俗、节日庆典、民间歌舞等休

闲活动，增加农业休闲的文化内涵。主要类型有：农耕文化游、民俗文化游、乡

土文化游、民族文化游。

3、农家乐休闲模式

指农民利用自家庭院、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及周围的田园风光、自然景点，吸

引游客前来吃、住、玩、游、娱、购等休闲活动。主要类型有：农业观光农家乐、

民俗文化农家乐、民居型农家乐、休闲娱乐农家乐、食宿接待农家乐、农事参与

农家乐。

4、村落乡镇旅游模式

以古村镇宅院建筑和新农村格局为休闲吸引物，开发观光休闲。主要类型有：

古民居和古宅院游、民族村寨游、古镇建筑游、新村风貌游。

5、休闲度假模式

依托自然优美的乡野风景、舒适怡人的清新气候等等，结合周围的田园景观

和民俗文化，兴建一些休闲、娱乐设施，为游客提供休憩、度假、娱乐、餐饮、



健身等服务。主要类型有：休闲度假村、休闲农庄、乡村酒店。

6、科普教育模式

利用农业观光园、农业科技生态园、农业产品展览馆、农业博览园或博物馆，

为游客提供了解农业历史、学习农业技术、增长农业知识的旅游活动。主要类型

有：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观光休闲教育农业园、少儿教育农业基地、农业博览园。

7、回归自然休闲模式

利用农村优美的自然景观、奇异的山水、绿色森林、静荡的湖水、发展观山、

赏景、登山、森林浴、滑雪、滑水等旅游活动，让游客感悟大自然、回归大自然。

主要类型有：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水上乐园、露宿营地、自然保护区。

二、农旅互动促进城乡交流

（一）农业园区变旅游景区

农业种植大面积规模化发展，形成大地景观，如蒙阴北部的蜜桃种植、九间

棚的天宝梨乡，在春季将会繁花似锦，秋季遍野飘香，形成了具有观赏价值的景

观，并依托大地农业景观，开发采摘、摄影、节庆、动手制作等一系列的农事活

动，将普通的农业园区变成旅游景区。

（二）农业产品变旅游礼品

相较于农业产品单纯出售，旅游活动可以有效地增加农业产品的附加值。通

过旅游活动的的介入，游客直接面对农产品，产品跳过流通环节直接到达消费者

手中，适时解决了当地农业产业化中购销渠道不畅等难题。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活

动使农村生产的农副产品就地销售，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市场价格，从而提

高农村经济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如有机蓝莓、草莓礼盒，有机果蔬等多种产

品。

（三）农业劳动变健身运动

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脱离农村，进入城市，越来越



多的人也慢慢远离农业生产劳动，使得农业劳动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新鲜感十足，

尤其是城市孩童，对农业劳动充满了向往。旅游活动的介入，可以使农业劳动成

为城市居民的健身运动和体验农耕文化的重要方式，增加了旅游活动的游客参与

性。

临沂市乡村旅游可以开发为运动的农事活动有果苗种植、菜园除虫除草、水

果采摘、果汁果酱制作、麦田收割等

（四）城市市民变农村农民

乡村旅游的发展，给了城市市民体验农民生活方式的机会，游客通过参与农

事活动，变身农民，在紧张忙碌的城市生活与工作之余，可体验田园般的慢生活

带来的惬意，这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

（五）农产品外销变内销

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农产品不再必须依靠物流、通过多道环节才能到达消费

者手中，旅游的发展带来的大量人流，使农产品在园区内就能够被销售，节省了

农民运输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增加了农民收入。

三、农旅互动延长农业产业链

发展乡村旅游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发展的衰落趋势，使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繁荣，已成为伴随各国现代化进程必须破解的共同课题。农旅融合的根

本目的是为了振兴农业农村，改变农业发展前景，所以要坚持以农业为主体。通

过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让第二、第

三产业附着其上，逐步使原本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变身为综合产业。

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链条，实现农业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及农业

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融合等，把农林水产品、生物能源、农村风光等各种资源同

食品、观光等现有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地方产业和新行业的发展，增强农

村经济发展动力。



在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的过程中，政府的规划引导、政策扶持、资金支持

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吸引社会资本流向农业产业。农旅结合是我国进行新农村建

设，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丰富农业园区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条

临沂市农业产业的发展未来必定集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农品种研发、农

产品及衍生产品生产与销售、农业物流为一体的综合产业集群，具有强大的示范

效应与世界影响力，临沂的农业产业将走向国内，引领国内农业文化、农业产业

发展。

在水果采摘的基础上，增加果树种植，形成大地农业景观，通过深入挖掘水

果文化，以水果文化为核心，融入创意文化，打造临沂农业新名片、国内最具吸

引力的农业产业示范区。

 三大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链

三大产业构建临沂农业产业体系：在本次规划中，通过对临沂农业产业进

行的反复调研，规划初步确定将用上游产业、核心产业和关联产业三大产业构建

临沂农业产业链。

上游产业包含以果树种植、蔬菜种植为主的传统种植业；以农业观光为主的

观赏业。

核心产业包括农产品深加工业；以水果采摘、摄影、农业展会和工艺体验为

主的农产品体验产业。

关联产业主要发展以田园婚庆和蜜月度假为主的婚庆产业；以有机养生和健

康美食为主的农业养生业；以农事节庆演艺和农产品展示为主的文化产业；以农

业科普、产品研发和主题会议为主的农产品研发教育业。

四、农旅互动助力农村建设

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布局、建筑特色和民俗文

化，推进民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传承、历史风貌保护，促进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



建设。

（一）基础设施配套

1、基础设施城市化

注重村庄旅游配套服务和环境建设，按照整体规划，完善村庄基础建设，优

先完善道路、水利、照明、通信、住宿餐饮、购物娱乐、卫生体育等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特色村旅游可进入性，改善农村旅游环境。

2、配套设施现代化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综合服务水平。推广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

地热能在农村的使用，健全农村游客服务中心网络，建立市——县——镇——村

四级游客服务中心，分阶段、分批次铺设服务网络。

3、景观打造生态化

积极整治村庄生态环境，推广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定

期集中处理；扩建停车场，改造村内公路、旅游公厕、村容村貌美化绿化亮化，

配备路灯；打造湿地、绿地，传承文化人文自然景观，保证特色村旅游可持续发

展。

（二）建筑风貌保护

建筑风貌是农村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要体现地方特色，特别注重体现当地

历史价值的建筑风格，使游客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村庄长久的历史沉淀与民风民

俗文化，打造“回归自然”的文化体验产品。

房改景观化有“规划指导、农户出资、政府补贴”原则，建设与保护相结合，

在建设的同时，注重保护原有的村庄建筑特色，对历史久远的古屋、古刹、古庙

做好保护和维修工作，对影响本地居民建筑风格的学建筑要给与禁止。

（三）典型景观建设

1、农家乐、农庄、农园景观引导——点状景观



表 9-1 林地景观规划引导表

旅游点主题

和景观塑造

要有明确的开发主题：基于自然或文化特色的提炼，不求庞大，但求精致

景观塑造：注重第一印象景观、标志性景观、文化小品与主题的一致性，以及注意景

观的乡土性和景观的美感

重点设施
重点设施：大门、主建筑、生态与文化小品

服务设施：解说牌、休闲座椅、厕所、垃圾桶等

2、旅游道路、河流景观引导——线性景观

表 9-2 乡村景观规划引导表

河道或道路改造 道路或流域治理，在道路、河岸两侧种植本地行道乔木，乔木间种植乡土野花带

设施改造
休闲项目：临路滨水的游憩设施、临时集散、短暂休息设施

服务设施：解说牌、休闲座椅、亲水平台、烧烤设施、指示系统等

3、村落、农田景观引导——群落景观

表 9-3 村落景观规划引导表

河道或道路改造 改造措施：增加滨水休闲设施、亲水设施、村庄开放空间、村庄景观改造

设施改造

休闲项目：民俗村落、特色农家接待、滨水休闲、农村集市

服务设施：村落活动广场、问询、指示系统、特色商业

滨水交通组织：设置滨水非机动车道和亲水木栈道步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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