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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农业园发展类型及生态型农业园产生的“三生”效益的基础上,以曹妃甸六农场生态农业园规划为例,分析了理

论指导下的生态观光农业园规划实践,重点阐述园区整体规划和“三生”效益分析,以及由此带来的推广思考。 

[关键词] 曹妃甸；生态型；农业园区 

 

1 生态型农业园概述 

目前,很多地方相继建设了各种类型的农业园区的建设,

逐渐从过去单纯的关注传统农业生产,开始进入追求农业产

品的发展潜能和农业与第三产业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力求构

建农业、休闲、旅游三为一体的复合产业体系。目前农业园

区发展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包含农业科技园区、科普教育

式农业园区、主题公园式农业园区等等类型。而生态型农业

园也是一种常见的模式,是指利用生态学的基础理论,将农

业园区发展的生态性作为出发点,将农业活动、生态保护融

为一体,实现生产、生态与生活的全方位提升,即所谓生态型

农业园区的“三生”理念。 

2 生态型农业的效益分析 

2.1 生产效益 

生态型农业园区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益。传统农业区

发展模式往往具有“一小三低”的特点,即发展规模小、前

期投入低、经济产出低、科技含量低,因而其生产效益往往

呈现较低水平。生态型农业园区在农业产品结构方面更为高

效合理,突破以传统粮食作物作为主导的农业产业结构,转

而发展特色作物种植,结合立体生态养殖系统,以及相关加

工等产业,势必会极大地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效益,从而提

升经济收入。另外,生态型农业园区的往往会结合休闲服务

等观光产业的建设,旅游职能的引入不但能够促进园区经济

的多元发展,还能够带动园区周边较大范围内的商业、服务

业等相关产业的提升与发展, 终达到全方面带动生产效益

提升的作用。 

2.2 生态效益 

生态型农业园区有利于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生态型农业

园区的 大特点就是不管是在景观建设还是农产品的生产

开发均以资源环境的保护为前提。园区的发展必须有利于环

境品质的提升,有利于自然生态平衡的改善,有利于良好生

态风貌的塑造。 

2.3 生活效益 

生态型农业园区有利于改善地区生活效益。生态型农业

园区结合自身充沛的景观资源,可以发展休闲娱乐、观光科

普等相关旅游职能,可以为周边城镇居民提供亲近自然、体

会乡村野趣的机会。同时也可以提升城市居民对农业种植、

农业劳作的了解,丰富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对

于乡村劳动者也可以提升其认知水平和视野的开阔,从而促

进城乡一体化的交流。 

3 案例分析:曹妃甸六农场生态农业园规划 

3.1 项目概述 

曹妃甸六农场生态农业园规划面积 1200 亩,位于河北

省东北部唐山市曹妃甸区。该地区平均海拔高度 2.5m、地

下水位约 1m、地下水矿化度为 15g/L,土壤类型属潮土类,

年平均降雨量为 635.7mm,年平均气温 10.8℃,年平均日照

2877h,年水分蒸发量为 1857mm。项目所在的曹妃甸六农场

拥有较为丰富的土地资源,主要以设施农业、经济作物种植

和畜牧养殖业为主,因此本次产业园的建设将以此为依托,

同时将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相结合,力求通过有效开发利用

当地的土地资源和乡土景观,利用“生态＋经济”的复合农

林发展模式,建设农林业生产、游客观光体验、科技示范相

融合的可持续生态型农业园区。 

3.2 规划理念 

以循环农业、休闲、生态综合模式有机融合,通过“以

农业带休闲、以观光促生产”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的

模式,与观光产业相辅相成。 

3.3 整体规划 

(1)基于现状基础,打造“一带三区”的空间布局 

“一带”指核心景观带。主体参观路线为从南至北,结

合植物景观及休闲广场形成串联景观带的空间节点,形成园

区大的生态格局和游览逻辑。同时结合水系打造景观节点,

利用水体生态处理技术,极大提升园区自身生态小气候,呼

应生态型农业园区的建设目标,同时也符合生态、节能、环

保的理念。 

“三区”指现代农业示范区、休闲娱乐观光区、林景休

憩区。 

现代农业示范区采用系统的生态设施,重点发展绿色种

植,提高质量和价值,利用盐碱地发展无土蔬菜栽培,发展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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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特种保健型蔬菜。结合鱼菜共生的立体生态养殖技术,打

造生态养殖业,重点发展水产品精加工,废弃物循环利用；调

整畜禽结构,减少猪鸡饲养量,增加草食畜禽品种。 

休闲娱乐观光区则把农业、生态和旅游结合起来,引进

新型葡萄、草莓等果蔬品种,结合日光温室和移动冷棚等技

术形成全年果蔬不间断产出循环。利用农业景观和活动引导

游客进行互动、参观。同时结合特色采摘活动的组织和餐饮、

购物等休闲服务配套,考察、度假、购物等,从而增加产业收

益。 

林景休憩区以果品生产、观光采摘为主,结合现状桃园

基础形成特色观光采摘果园,同时引进油鸡养殖技术,形成

林下养鸡、采摘观赏的立体生态种养殖模式,满足不同消费

群体、不同时期的需求。 

(2)道路系统 

道路系统主要分为 3 级。第一级为主园路,设计为混凝

土道路,宽不低于 6M,厚度不低于 0.18M,路肩宽度 0.8M,用

于车行通道和大股游人集散；第二级为次园路,混凝土道路,

路面宽度 4-5 米,厚度不低于 0.15M,不仅用于农业生产为园

务管理使用,又连接各个功能区域和景点；第三极为游步路,

砖石铺设,路宽 1.2-2M,供休闲观赏漫游使用。 

(3)基础设施系统 

园区以深水井为水源,建设水井、水塔,考虑到环保和游

人、员工的饮用水需要,沿主干道以埋设暗管方式,规划设置

人工给水排水系统。用于配套服务的生活污水排集中放管道

接入城市污水排放系统,不得排入产业园区内部地表及景观

水系中。 

4 效益分析 

4.1 生产效益 

园区以现代复合农业生产技术作为立足点,极大优化区

域产业结构,实现农副产品的优质、高效生产。同时,旅游观

光产业的带动,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带动园区经济

效益的增长。园区的生产效益主要体现在产业收入和旅游收

入两个方面。园区建成后,可将原有农业用地每亩产值提高

1000～8000 元,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3倍以上。 

4.2 生活效益 

园区建成后,为市民提供会议、旅游度假、娱乐休闲等

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休闲度假区,使之成为城市农博园观光旅

游的典范。项目工程的建设将为曹妃甸乃至唐山地区提供丰

富的特色农产品,为曹妃甸区农民开辟新的致富门路,建立

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为曹妃甸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优

化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项目的实施,每年可以为项目区群

众提供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加项目区民众的经济收入,从而

促进区域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4.3 生态效益 

园区将污染物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实施

清洁生产、安全生产,有利于园区自然生态环的保护与改善。

通过旅游区美化、景观绿化工程,保护乡村景观多样化。有

效控制水土流失,改善园区风貌,形成生态完善、环境优美的

生态景观。 

5 结语 

生态型农业园区是现代观光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

但要实现其生态目标,不仅需要完整的规划设计,还需要在

后续运营过程中不断加强针对农业园区的建设管理引导,以

及持续的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的革新。结合针对观光农业园区

生产效益、生活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方面的效益提升,实现

曹妃甸区现代农业的结构转型和全面升级, 终转变成为以

设施农业为基础,生态农业为主导,信息农业为拓展的现代

农业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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