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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休闲农业是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的必然选择。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1号文件精神，进

一步改善休闲农业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政策措施，

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休闲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新型产业形态、现代旅游的新型消费

业态，为农林牧渔等多领域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十二五”以来，

全国休闲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呈现出“发展加快、布局优化、

质量提升、领域拓展”的良好态势，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

点。“十三五”时期，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

的增多和消费需求的升级，休闲农业仍有旺盛的需求，仍将处于

黄金发展期。目前，休闲农业发展现状与爆发式增长的市场需求

还不相适应，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存在思想准备不足、基础设

施滞后、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产品类型不够丰富、服务质量有待

提高等问题，亟需提档升级。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推动农业和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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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的重要渠道，是推进全域化旅游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载体。各地要充分认识休闲农业消费对增长的积极作用，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推动休闲

农业产品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为促进农业

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做出新贡献。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

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任

务，以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满足居民休闲消费需求、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为目标，以激发消费活力、促进产业升级、实施产业脱贫

为着力点，坚持农耕文化为魂，美丽田园为韵，生态农业为基，

传统村落为形，创新创造为径，加强统筹规划，强化规范管理，

创新工作机制，优化发展政策，加大公共服务，整合项目资源，

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

提升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着力将休闲农业产业培育成为繁荣农村、

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为城乡居民提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高品质休闲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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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一是以农为本、促进增收。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农民为主体，

农村为场所，加强规划引导，科学构建利益分享机制，增强农民

自主发展意识，激发农民创业创新活力。二是多方融合、相互促

进。加强与农耕文化传承、创意农业发展、乡村旅游、传统村落

传统民居保护、精准扶贫、林下经济开发、森林旅游、水利风景

区和古水利工程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机融合，推动城乡一体

化发展。三是因地制宜、特色发展。要结合资源禀赋、人文历史、

交通区位和产业特色，在适宜区域，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适度

发展，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四是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强化政

府在政策扶持、规范管理、公共服务、营造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开发农民

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休闲旅游项目，鼓励妇女积极参与休闲农

业发展。五是保护环境、持续发展。遵循开发与保护并举、生产

与生态并重的观念，统筹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加大生态环

境保护力度，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主要目标 

到 2020年，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接待人次达 33亿人次，

营业收入超过 7000亿元；布局优化、类型丰富、功能完善、特



 - 4 - 

色明显的格局基本形成；社会效益明显提高，从事休闲农业的农

民收入较快增长；发展质量明显提高，服务水平较大提升，可持

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成为拓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

新兴支柱产业。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规划引导。按照生产生活生态统一、一二三产业

融合的总体要求，围绕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和农村风情

风貌，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因地制宜科学编制发展规划，调

整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布局，补农村短板，扬农村长处，注意乡

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形成串点成线、连片成

带、集群成圈的发展格局。要挖掘农业文明，注重参与体验，突

出文化特色，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形成集农业生产、农耕体验、

文化娱乐、教育展示、水族观赏、休闲垂钓、产品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休闲农业点（村、园），打造生产标准化、经营集约化、服

务规范化、功能多样化的休闲农业产业带和产业群。积极推进

“多规合一”，注重休闲农业专项规划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异地扶贫搬迁规划等的有效衔接。依

托休闲农业点（村、园）、乡村旅游区建设搬迁安置区，着力解

决异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就业脱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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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产品业态。鼓励各地依托农村绿水青山、田园风

光、乡土文化等资源，有规划地开发休闲农庄、乡村酒店、特色

民宿、自驾车房车营地、户外运动等乡村休闲度假产品，大力发

展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生养老、创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

手工艺等，促进休闲农业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支持农民发展

农（林、牧、渔）家乐，积极扶持农民发展休闲农业合作社，鼓

励发展以休闲农业为核心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聚集村；加强乡

村生态环境和文化遗存保护，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点、民

族风情的特色小镇，建设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美丽

村庄和宜游宜养的森林景区。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参与

度高、受益面广的休闲旅游项目。鼓励各地探索农业主题公园、

农业嘉年华、教育农园、摄影基地、特色小镇、渔人码头、运动

垂钓示范基地等，提高产业融合的综合效益。 

（三）改善基础设施。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升工程，

扶持建设一批功能完备、特色突出、服务优良的休闲农业聚集村、

休闲农业园、休闲农业合作社，着力改善开展休闲农业村庄的道

路、供水设施、宽带、停车场、厕所、垃圾污水处理、游客综合

服务中心、餐饮住宿的洗涤消毒设施、农事景观观光道路、休闲

辅助设施、乡村民俗展览馆和演艺场所等基础服务设施，改善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3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