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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臻

“周末去哪儿？”“走，到乡村去。”

伴随着逐步回暖的气温，高原的春天悄悄

降临，从东部盛开的桃花到油绿的田野，从冰雪

消融的青海湖到西部悠远的草原，人们趁着好

天气，带着亲朋好友踏青赏花，高原的美丽乡村

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休闲观光的游客。

随着我省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

的转变，休闲需求快速增长。我省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工作注重生态与产业相结合，并将其

纳入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行动方案加

以推进，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为契机，依

托高原特色自然风貌、人文环境、乡土文化等资

源禀赋，拓展农牧业功能、发掘乡村价值、丰富

新业态，培育形成横跨一二三产业、兼容生产生

活生态、融通农文旅的产业体系。

突出特色，
打造“乡味”十足新农村

泥泞的村道、落后的基础设施、老旧的土房……

这是六年前的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和乡麻

吉村，一个无人问津的贫困小山村。六年过去，

如今的麻吉村已经告别了“土”味，从错落有致

的特色民居到历史悠久的古窑洞，再到五彩斑

斓的油嘴湾花海，这里已经变成了远近闻名的

网红旅游地。

从山区变景区，不仅体现了村民居住环境变

好，更映射了村民生活条件逐步提高。据景区负

责人任臣义介绍，2016年，麻吉村依托区位优势和

森林覆盖率较高的自然条件，整合利用村集体自

有和财政投入资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景区从最

初的花卉观光逐步发展成如今集农事体验、田园

观光、休闲娱乐、花卉观裳、民宿体验等生态文化

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AAAA级景区。

与此同时，通过门票、农家乐餐饮收入、乡

村特色小吃经营收入等方式增收，真正实现了

游客乐起来，农村富起来，环境好起来，美丽乡

村的图景在高原大地缓缓铺开。

麻吉村村民王生玉就是受益者之一，在今

年的 2021 年度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年终总结暨

股东分红大会上，王生玉分到 4466 元，这对于在

家务农的她来说又多了一笔收入：“自己在家务

农不能外出务工挣钱，多亏村上发展乡村旅游

有了分红金，今年分红又提高了，我们收入增加

了，心里特别高兴。”

“今年依托生态环境优势，将增加一些农事

体验、采摘、创意农业与休闲农业相结合的项

目。”任臣义说。

从“卖景观”到“留乡愁”，乡村旅游成了乡

土文化的新舞台，也让农村变得更美、农民变得

更有文化。在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过程

中，全省各地涌现出了一批以经济富裕、生态良

好 、村 风 文 明 为 突 出 特 征 的 美 丽 乡 村 。 截 至

2021 年底，我省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已达到 32
个，接待游客人数达到 548.36 万人次，营业收入

达到 20325.02万元。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既

要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更要突出农民主体、强

化产业支撑。”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处处长赵

得林说，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客观上倒逼

地方政府和农民等经营主体共同努力改善农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把山水林田作为一个生

命共同体，美化村貌、绿化道路、净化环境，营造

良好的休闲氛围，同时把耕读文明作为乡村发

展的软实力，不断提高乡村的文化内涵，整体上

提升了乡风文明水平。

盘活资源，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新农业

近日，随着气温的逐步升高，西宁市湟中区

田家寨镇田家寨村村民宋启春的特色餐饮小吃

店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踏青的游客。作为曾经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宋启春趁着乡村振兴的春风

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了园区，每年不仅

有土地流转费，还有产业扶贫资金分红。并且

在修建的乡村美食广场承租了一间商铺，又多

了一份收入。”宋启春说。

2016 年田家寨镇建成青海千紫缘种植园，

盘活了村里 80 公顷的荒滩和盐碱地，探索建立

“党支部+园区+公司+合作社+农户”的“5+”发

展新模式，同时，通过在田家寨镇 28 个贫困村开

展特色种植，带动田家寨镇 28 个贫困村发展枸

杞芽茶、火焰参、山野菜等特色农产品种植，示

范推广种植面积超过 86.67 公顷，合作农户每公

顷地可增收 52500元左右。

除了网红打卡地千紫缘花海，园区内的农事体

验、休闲观光、果蔬采摘、科普教育……都成了吸引

游客的招牌。据千紫缘负责人蔡有鹏介绍道：“我

们建立起以市场为龙头，文化创意研发、产品加工、

乡村旅游、教育培训、贸易物流、餐饮服务、展览展

示等功能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各个产业的有

机融合，形成‘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的产业支撑格

局，打造区域经济利益共同体模式，带动周边村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近年来，全域旅游成了湟中区吸引市民、留

下市民的最佳办法。截至目前，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有 5 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0 个；群加黑

峡生态农庄、上五庄九宫伍、李家山印象云谷川

评为西宁市首批河湟精品民宿……越来越多的

农村在建设现代农业园时，自觉地统筹发展生态

旅游，农旅结合，让农户分享生产、加工、流通等

各环节的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湟中区全年乡村旅游

人数为186.86万人，乡村旅游收入为3.5亿元。

如今，到青海乡村体验过休闲农业的人，会

有一种产业“穿越”的感觉：在这里，不仅可以吃

饭、喝茶、住宿，还可以走进大棚、果园体验农事

耕作之趣，感受周边景区之美，最后还可以带走

各种经过深加工的特色农产品……一二三产，

应有尽有。

“让农民从‘收一季’到‘季季收’，乡村旅游

改变的不仅是一产，更‘接二连三’地向全产业

链延伸，带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的

发展。可以说，休闲农业正成为高原现代农业

新龙头。”赵得林说。

以旅富农，
走出绿色发展新路子

每年入夏，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逊

让乡的杜鹃花会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为了更好地把地理优势转化为创收优势，逊让

乡以花为媒，全力打造金色田园油菜花海和“S”

旅游环线金名片。乡村旅游的发展带动了逊让

乡休闲农业的蓬勃发展。

逊让乡尕漏村村民张乃尕在村子里的一家农

家乐当服务员：“以前只能在家照顾孙子，现在看

着游客这么多，有了赚钱的路子，我也可以在家门

口打打工，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加收入。”

村里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让年轻人在家门

口找到了赚钱的门路，老年人赚到了零花钱，有

着传统手艺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也找到了增收

渠道。

西宁市大通县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姜有存告

诉记者：“大通旅游业发展快速，每个景点会举

办相关的旅游活动，我们会带着手工作品来参

加，不仅增加收入，还可以把我们的非物质文化

传承下来、推广出去。”

乡村旅游火了，过去不愿回村的年轻人纷

纷返乡创业。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北藏族乡边麻沟村

村民杨桃萍曾经和丈夫都外出打工，在看到边

麻沟花海建成运营的火爆后，毅然选择回乡创

业：“我在自己家开了家庭宾馆，内有 8 间客房，

每年有 3 万多元收入，实现增收的同时也能照顾

到家中的两个孩子。”

乡村旅游的发展让千千万万的青海农民成

为闯荡市场的主体。除了就地务工、开农家乐、

摆摊卖特色农产品，我省休闲农业发展中，还涌

现出如青海千紫缘农业科技博览园的蔡有鹏、

青海奔盛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鲍奎、青海

缘汇木雕工艺有限公司的尤其红等创业能人，

为建设家乡、脱贫攻坚贡献才智。

根据对 2778 家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监

测，全省休闲农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占 75.68％，每

亩土地产出率超过 8000 元；经营休闲农业的农

牧民年均增加收入 2.19万元。

“许多村几乎全村出动，家家户户都参与其

中，共享绿水青山带来的红利。”赵得林说，休闲

农业已然成为农牧民新的稳定增收项目，将为

乡村振兴注入更多发展活力。

青海的乡村旅游正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跑道上飞奔。一业兴带动百业旺，我省

的休闲农业正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更

多山清水秀、文明和谐、宜居宜业、欣欣向荣的

美丽村庄出现在广袤高原大地上，助力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休闲农业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休闲农业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从多年前城郊的农家乐，到如今整村整镇抱团发展的民宿经济，休闲农业在
高原田野上拔节成长，折射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高质量发展前景。去年，全省
共有各类休闲农牧业经营主体 2778 家，接待游客 1769.23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8.66%；营业收入 19.40 亿元，其中农副产品销售收入 4.62 亿元，较上年增长

37.98%。
乡村旅游火了，为农村现代服务业开辟出崭新天地。同时，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

推进，融合自然美、人文美、乡土美的“网红村”、打卡地纷纷涌现。乡村美带动旅游
旺，休闲农业快速发展，激发起乡村振兴新活力。

经 过 近 几 年 发
展，我省的乡村休闲
产业无论是在规模扩
张上、质量提升上、区
域布局上，还是内涵
丰富上，都在稳步转
型并持续提档升级。
无论是依托高原原本
的自然景观，还是利
用地理优势打造的人
为景观，乡村休闲产
业无疑已经成为农牧
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也是我省乡村振兴的
重要组成部分。

如 今 ，“ 吃 在 农
家、住在农家”已渐渐
无法满足游客需求。
乡村休闲旅游基因又
被植入了传统农业，
衍生出了观光农业、
体验农业、趣味农业、
教育农业等形式。

在采访中记者发
现，我们围绕推进牦
牛、藏羊、青稞、粮油、
果蔬、中藏药材、冷水
鱼等农牧主导产业和
特色优势产业，与乡
村旅游深度融合，提
高农牧业综合效益，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内涵丰富、涉及
面广。同时，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高度体
现了产业融合的理
念，每一个经营业主
既是新型的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也是小
型和中型的农产品
加工企业，更是乡村
休闲旅游服务业主，
天然地把农业生产、
农产品加工、休闲观
光服务紧密结合在
一起，实现了农村三
种产业的高度融合
和互促互动，拓展了
农村产业的发展空
间，提升了质量和效
益。

另一方面，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相融合，实现了农产品和精神产
品双重增值，有效增加农业经营性
收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扩大就
业容量，有效增加农民工资性收
入；把农家庭院变成市民休闲的

“农家乐园”和可住可租的旅店，有
效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把农业
产区变成居民亲近自然、享受田园
风光的景区，保障农民收入。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已成为我省保障
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希望所
在和突出亮点。

此外，我省乡村休闲旅游具有
独特性、唯一性、多元性等优势，但
也有海拔高、气候差、人才缺、旅游
季节短等短板，抓住发展乡村旅游
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相接的机遇，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统一规
划、突出特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的思路是接下来发展的关键。

农村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文
化资源、农业产业资源，只要精细挖
掘，走好差异化路子，必能在一方土
地中更好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
科普培训、康养保健等产业，进一步
发掘出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产
业集聚发展，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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