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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农业农村局
潮农函[2021] 114号

关于政协第十工届潮州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18号提案答复的函

洪旭宏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快发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

提案收悉,市农业农村局经综合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和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乡村旅游是把农业、乡村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利用农

业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品尝、休闲、

体验、购物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即以农、林、牧、渔

等农业资源和乡村为基础开发旅游产品,并为游客提供特色

服务的旅游业的统称。发展我市乡村旅游,是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的新功能,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洪旭

宏委员在提案中提出的加快我市乡村旅游的规划建设,优化

扶持政策,加大管理运营力度,提升乡村旅游的规模和档次

等意见对我市乡村旅游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是一个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好提案。

自2010年国家农业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开展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建设以来,我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在做大



做强农业休闲旅游产业的基础上,掀起了乡村农业旅游发展

热潮,积极创建全国、全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活动,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效地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城

乡一体化步伐,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至目前,我市有钱东镇、

桥东街道办事处、意溪镇、铁铺镇、凤凰镇等5个镇(街道)

被认定为全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潮州|饶平绿岛旅

游度假区、潮州市联饶瓦岗寨生态旅游庄园、饶平县棒园生

态山庄、潮州市吉骏农业观光公园、潮州市紫莲度假村、潮

州市玉瑶山庄生态旅游有限公司、潮州湘桥中志休闲农业园、

潮州潮安区凤翔峡生态旅游区、潮州市广东绿太阳生态旅游

度假村、潮安区归湖镇狮峰村、潮州市潮安区溪东种养专业

合作社、潮州市爱田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饶平县绿源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13个单位被认定为全省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其中潮州饶平绿岛旅游度假区和潮州市紫莲

度假村被认定全国示范点) ;湘桥区意溪镇桂坑村被认定为

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是广东省8个入选村落之一,也

是粤东地区唯一一个入选的村落;潮安区归湖镇狮峰村荣获

“广东十大美丽乡村”;潮安区茶旅生态游精品线路荣获“广

东美丽乡村精品线路

生态观光、农业休闲体验、茶文化和乡村潮菜文化; “广东

省(潮州市)饶平县潮归1生态休闲之旅(爱田园研学营地→英粉

田园康养度假特色村→绿岛山庄→棒园山庄)"入选“2021中国

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春季)精品景点线路

至2020年底,全市规模以上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个数8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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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投资超3. 3亿元,接待游客约687万人次,休闲农业

营业收入超1. 3亿元,带动农民就近就业约2100人。

一、近年来主要的工作措施和效果

1.规划引领,科学推进

各级各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积极开展旅游发展规划编制工

作,大力推进《潮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 018 - 2035) ))、《潮

州市潮安区北部山区旅游发展规划》、《潮州市潮安区北部山区旅

游发展规划》和《饶平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年) ))等

各项旅游规划编制工作,在旅游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品牌目标行

动计划、保障措施等方面着力改革创新,推进全市旅游高质量发

展。结合乡村风貌提升工作,完成《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溪美村

旅游发展规划)),依托溪美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在实现“乡村变景区”

“民居变民宿”“产品变商品”的转化,从根本上扭转溪美现阶段

以生态为代价的低端发展现状,力促乡村旅游加快发展。

2.强化资金政策扶持促发展

紧紧抓住专项资金整合的契机,切实加强对发展乡村旅游的

引导,使发展乡村旅游成为各县区、乡镇村领导高度重视的主导

产业,积极想方设法挖掘资源、研究规划、引进投资、协调关系、

创新机制、服务项目。出台《潮州市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促进乡村

振兴三年( 2019-2021年)行动方案)) ,从2019-2021年每年扶

持发展10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项目,每个给予20万元的

补助,同时积极统筹中央、省、市各级资金,用于扶持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全面推进我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3.大力推进乡村旅游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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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引导凤凰山生态旅游区、龙湖古寨、绿岛山庄、绿太

阳度假村、紫莲度假村、太安堂医养小镇等重点乡村与特色旅游

不断做强做大;支持和引导凤翔峡旅游区、幽谷逸林旅游区、青

龙潭竹役漂流旅游区等景区注重提质升级积极创建3A级景区;

大力推进发展一批特色旅游村(点) ,凤凰镇、黄冈镇获评省级旅

游风情小镇,打造潮安区狮峰村、叫水坑村、饶平县永善村、湘

桥区社光村等8个省级文化和旅游特色村,推进潮安区大坑村、

饶平县英粉村、湘桥区大坑村等20个市级文化和旅游特色村建

设;潮安区通过打造凤凰山人文景观带、龙湖古寨景观带、桑浦

山人文景观带等三大景观带,布局乡村旅游发展轴心,促进乡村

生态旅游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4.大力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新模式

推进民宿加快发展,归湖镇狮峰村’通过寻|导企业捐助方式,

租用村民闲置房屋30多间打造“狮峰迎宾客才戈

房产,增力口村民财产收入’激发村民参与旅游经营,带动村民脱贫

致富。鼓励成立乡村农产品合作社和开设农家乐,以农户为主体,

带动养殖业、种植业以及周边村民的就业,如位于湘桥区意溪镇

古庵村梅花山橄榄园,现有出资农户共119户,出资总额103万元,

更好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5.依托互联网平合加快推进乡村发展

以饶平县上饶镇永善村为例,蜜柏是永善村的主要农作物,

全村年产量可达一百多万斤,随着传统经销渠道的拓展、电商平

台的补充助推,永善村的蜜抽基本都会在收成后迅速销售一空。

饶平县棒溪镇英粉村为销售绿色特产农副产品,由帮扶单位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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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圃镇出资在村开设邮政电商服务点(英粉特产店) ,并在网上开

设网店带动英粉特产销路,增加村民收入,亦可让来村游玩的旅

客购买“伴手礼”。千庭茶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农业创

新企业,通过线上多平台销售闭环,线下千庭茶舍茶空间,初建单

丛茶庄园,开启茶文化之旅,开拓农户销路,提高农户产能和收

入。

6.鼓励乡贤回乡参与乡村文化旅游业发展

吸引业界精英关注本土乡村旅游业、支持引导村里带头人做

好乡村旅游发展工作,带动村民以人力、土地、宅基地、资金等

各种形式进行入股合作,共同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中来,共享乡

村生态旅游红利。潮安区江东镇溪东种养专业合作社,鼓励村民

以人力、土地、宅基地、资金等各种形式进行合作,通过多种形

式让村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从中受益,带动村民持续增收,不断

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潮州市紫莲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以“公司+农户+工厂+基地”的创新发展模式,以茶叶为主

要产品,集种植、繁育、带动、科技、加工、贸易于一体,带动2

00名员工就业。

7.多维度发力开展宣传推广

充分发挥政府网站、文化潮州微信公众号、知名媒体、文化

大咖等的作用大力,借助新媒体以图、文、视频等多形式拓宽网

络宣传阵地。强化古城区及乡村特色旅游等重点文旅项目的整体

策划包装,组织举办一系列旅游节事活动,做好引客入潮工作,通

过“走出去”、“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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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的协作,整合共享文化旅游资源,扩大潮州旅

游的“辐射效应”和“同城效应”。

通过近年来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将乡村旅游发展融入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使农业发展由简单的农业种养模式

转变为亦旅亦农、农旅结合、齐头并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

了长足发展,进一步促进农民、贫困户就地就近就业,为当地农

民增收,为乡村经济发展拓展新思路,为农村创造丰富的就业岗

位,为农民就业和脱贫帮扶开辟新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

二、我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存在规模小、位置偏等因素,没

有形成产业群效应;旅游用地缺乏,开发整合力度不够;

2.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滞后,旅游通达能力弱,交

通瓶颈亟需突破,乡村环境仍需改善;

3.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旅游产品单一,旅游收入难提高,市

场半径难扩大。个别景区特色意识淡,文化底蕴浅,经营模式单

一,千篇一律,经营内容单一?仅限于传统的农家乐模式、可持

续发展能力差。

4.管理难到位,不够规范,服务质量不高,与顾客的要求相

差甚远;品牌意识淡薄,对品牌建设不重视。

5.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六要素(吃住购游乐行)配套不完善、

档次低等。

三、下一步主要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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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虽然在处在发展阶段，但是资源丰

富，发展潜力大，大有可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把潮州建设得更加美丽”

目标,进一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加强

统筹联动、规划引导，注重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内涵和魅

力，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依托全市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

特色农业、潮州文化、客家风俗等资源，积极建设茶园体验、农

业观光、陶艺展览、红色旅游、畲族风情、温泉调养、中药养生、

体育健身等特色农家乐和生态景区，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

展的活力和潜力，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加快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一是强化规划的执行。结合我市制订的《潮州市全域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2018-2035)》、《潮州市潮安区北部山区旅游发展规

划》、《潮州市潮安区北部山区旅游发展规划》和《饶平县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2016-2030 年)》等各项旅游规划，各级各部门将强

化对规划建设内容的执行，共同推进规划的落地，以乡村休闲旅

游助推乡村振兴。同时，潮安区将细化“推进凤凰山规划建设，

打造凤凰文祠茶旅走廊”工作任务，全方位推进凤凰文祠茶旅走

廊建设，将潮安北部打造成乡村旅游样板区；饶平县将整合绿岛

山庄、双髻娘山、坪溪、汤溪、东山和西岩山等资源，发挥省级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钱东镇）及示范点的辐射带动作用，

并依托坪溪茶区旅游发展概念规划，加快推进单丛源乡、五意坪

溪创建，将美丽乡村、休闲体验、茶园观光、休闲采摘等紧密结

合，开发涉农旅游景点，加大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主体的



扶持力度,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全县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湘桥区将推进意溪镇省级新农村连片

示范建设五个村及玉瑶山庄、紫莲森林度假村、石庵、罗屠古围

寨、木雕陈列馆等“网红景点”串连起来,积极打造近郊乡村旅

游精品路线;枫溪区将加强红色文化传承保护利用及内涵的挖掘,

充分发挥名人故居的文化传承和传统教育功能,盘活枫溪特有的

陶瓷、瓷塑、手拉朱泥壶、锣鼓等独具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以传

承非遗文化基地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为载体,打造亮点特色项

目。

二是打造优质旅游品牌。重点是凤凰山生态旅游区、龙湖古

寨、绿岛山庄、绿太阳度假村、紫莲度假村、太安堂医养小镇、

饶北红色旅游等,积极支持和引导这些景区不断做强做大γ拓展

新的旅游项目,增加新的旅游活动,配套新兴业态和服务设施,

打造绿色区核心吸引力,发挥乡村旅游引领作用。

三是加大招商引资发展乡村旅游。力口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

和支持各种经济成分参与发展乡村旅游,重点是发动在外乡贤参

与乡村文化旅游业发展、吸引业界精英关注本土乡村旅游业,作

为投资主体参与当地乡村旅游建设。加大乡村文旅项目推介,引

入深圳文交所等单位到我市进行乡村旅游投资,提高我市乡村旅

游的质量和档次。积极创建旅游特色小镇(村) ,引导科学用好资

源,真正有效地发展乡村旅游,鼓励支持发展旅游餐饮业、乡村民

宿、旅游商品业、旅游娱乐业等。

四是完善服务配套等设施建设。培育生态旅游品牌。根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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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化、差异化”原则,发展“镇镇有特色,村村有美景”,形成

一批在粤东乃至全省、全国叫得响的文化旅游品牌。加强旅游市

场开发。在区域内筹划举办一些有效的生态健康旅游活动,扩大

区域知名度、美誉度。延伸旅游产业链条。同时,加强旅游交通

网络建设,完善设施服务功能,提高接待服务质量。重点是加大

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力度,推进交通导引、客服中心、旅游

停车、景区指引、旅游厕所等的设施建设,为绿色区提供快捷优

质的旅游服务。此外,将积极探索实施发展乡村旅游用地新的政

策支持措施。

五是发挥当地村民积极性。发展乡村旅游,坚持村民主体地

位,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切实发挥村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主人

翁作用。多形式建立乡村旅游各利益主体的有效协调机制,鼓励

村民以人力、土地、宅基地、资金等各种形式进行合作,通过多

种形式让村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从中受益,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六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力解决人才缺乏问题,加强对乡

镇干部和广大村民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宣传培训,培植先进典型,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镇、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引进开

发、管理、运营专业人才,为绿色区旅游发展提供人才人力支撑。

七是加大宣传营销力度。通过各种媒体、展销会、旅行商等

加强旅游宣传推介,抓好旅游客源市场开发工作,通过举办富有

特色的民族、民俗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开展旅游宣传。

八是加强政策主导。切实加强对发展乡村旅游的引导,做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建设,全面推进我市休闲农业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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