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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果树作为一种具有可食性和观赏性的传统农业作物ꎬ在休闲农业产业开发过程中具有应用价值和发

展潜力ꎮ 本研究充分分析了果树元素为休闲农业生态系统带来的作用ꎬ从经济价值、观赏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

值和文化价值等角度ꎬ结合国内外相关行业的发展近况ꎬ介绍了多种国内外先进理念和运营模式ꎬ为中国未来果树

相关新型休闲农业产业的改善和发展提供新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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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增长以及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ꎬ城乡居民对休闲农业的消费需求增

加ꎬ特别是城市居民对体验具有农家生产、生活、习
俗、传统特色的休闲农业产品和服务的热情高涨ꎬ促
使中国休闲农业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１￣３]ꎮ 据不

完全统计ꎬ２０１６ 年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

客数量超过 ２.１×１０９人ꎬ营业收入超过 ５.７×１０１１元ꎬ

从业人员数量为 ８.５×１０６人ꎬ６.７×１０６户农民受益ꎮ
果树作为一种具有可食性和观赏性的传统农业

作物ꎬ在休闲农业产业开发过程中具有应用价值和

发展潜力ꎮ 现阶段ꎬ中国果树在休闲农业中的应用

主要有:休闲果园的游览、采摘、品鉴、摄影、果品加

工等主题活动ꎬ休闲农场中果树的创意栽培技术和

农技知识科普以及休闲园区中的景观植物ꎬ如季相

景观、造型景观等[４]ꎮ 然而ꎬ随着休闲农业发展不

断深入ꎬ果树的应用也显现出一定问题ꎬ如:果树物

候配置不合理ꎬ季节性限制较强ꎻ休闲项目雷同ꎬ缺
乏创新特色ꎻ运营模式单一ꎬ缺少前期规划ꎻ缺乏市

场统筹ꎬ形成恶性竞争ꎻ游客吸引力小ꎬ停留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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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ꎮ
针对上述问题ꎬ本研究通过充分分析果树元素

为休闲农业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ꎬ结合国内外相关

行业的发展近况ꎬ介绍多种国外先进理念和运营模

式ꎬ旨在为中国未来果树相关新型休闲农业产业的

改善和发展提供新思路ꎮ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们能

够从生态系统功能中直接或间接获得的益处ꎬ包括

产品(食物)、支持作用(土壤形成、光合作用)、调节

作用(调节气候、控制土壤退化)和文化作用(观赏、
娱乐、教育)等[５]ꎮ 本研究将重点从经济价值、观赏

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等角度进行分

析ꎬ并提出建议ꎮ

１　 经济价值

对于绝大部分休闲农业中的果树元素而言ꎬ其
本质仍为农业资源ꎬ生产功能是其基本功能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ꎬ中国果树种植总面积约为 １.５×１０７ ｈｍ２ꎬ
较 “十二五” 初期增加了 １.４× １０６ ｈｍ２ꎬ 增长了

１０ ３％ꎬ水果总产量达 ２.７×１０８ ｔꎮ 针对中国果树产

业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和改善措施ꎬ束怀瑞[６]

院士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ꎬ其中许多建议ꎬ如沃土

栽培ꎬ简化栽培技术ꎬ节本增效ꎬ提高机械化ꎬ防范病

虫害等ꎬ对于休闲农业中果树的种植具有指导意义ꎮ
休闲果树的果品质量要求较高ꎬ因此应因地制宜ꎬ优
化果树品种结构ꎬ使其经济价值达到最大化ꎮ

果树的生长有较强的季节性ꎬ所以对于观光果

园来说ꎬ若仅种植单一种类的果树ꎬ易导致园区的淡

旺季交替明显ꎬ进而影响经济效益ꎮ 因此可采用不

同物候的果树搭配种植ꎬ以保证休闲果园具有全年

的观赏性和较长的收获时间ꎮ 南京的武家嘴农业科

技园ꎬ通过对不同的果树种类和品种进行搭配组合ꎬ
并结合温光水肥的调控和设施栽培技术ꎬ做到了四

季有果ꎬ全年供应ꎮ

２　 观赏价值

许多果树不仅可以产生美味的果实ꎬ其花、叶、
果、树形等元素也具有观赏价值ꎮ 观花果树有樱桃、
李、杏、桃、梨、苹果和石榴等ꎬ组合的花期从 ２ 月份

至 ５ 月份ꎻ观叶果树有无花果、枇杷、板栗和柿等ꎻ观
果果树有樱桃、柑橘、苹果、葡萄、柿和石榴等ꎻ观形

果树有桃、葡萄和银杏等[７]ꎮ 因此ꎬ可选择合适的

树种用作行道树、遮荫棚架、花镜和主景孤植等ꎮ 随

着园艺育种的发展ꎬ许多果树还有极具观赏性的变

种ꎬ如重瓣花、裂叶、垂枝和多果色等ꎬ在进行植物配

置时增加了选择的多样性以及景观的趣味性ꎮ 此

外ꎬ果树造型艺术也可产生较好的景观效果ꎬ如盆景

造型、几何式修剪和嫁接技术等ꎮ 一些富有创意的

种植方法ꎬ如变形瓜果、印字瓜果、组合水果盆栽等ꎬ
因给人们带来新鲜感而颇受欢迎[８]ꎮ

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的园艺作物种质资源展示

园内ꎬ集中展示了类型众多的花桃品种ꎬ在 ２ 月底至

４ 月中下旬约 ６０ ｄ 的观赏期内ꎬ呈现出色彩斑斓、花
型各异的缤纷景象ꎬ吸引大量市民前来观赏ꎮ 展示

园中的花色有白(冷美人)、粉红(红粉佳人)、红(满
天红)、深红(胭脂红)、二色(合欢二色)等ꎬ花型有

梅花型(白花山碧桃)、月季型(人面桃)、牡丹型(五
宝)、菊花型(菊花桃)等ꎬ叶色有绿(碧桃)和红(紫
叶桃)ꎬ树体有矮化(寿星桃)、开张(日月桃)、垂枝

(鸳鸯垂枝)、帚型(粉红直枝)等ꎮ

３　 生态价值

果树对生态改善的价值不可小觑ꎬ特别在城市

及近郊ꎬ休闲果园对于缓和城市化带来的负面环境

影响具有重要作用[９]ꎮ 如ꎬ净化空气ꎬ减少污染物ꎻ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ꎬ调节区域小环境ꎻ降低噪声污

染ꎻ减少雨水地表径流ꎬ减少洪水发生ꎻ净化土壤及

地下水质ꎻ发挥碳同化功能ꎬ促进养分循环ꎻ提高地

区生物多样性等[１０]ꎮ 有研究结果表明ꎬ果园对生态

系统的调节功能价值大于直接利用功能的价值ꎮ 因

此ꎬ果园的综合环境效益与其直接利用价值是相互

依托、相辅相成的[１１]ꎮ 同时ꎬ果园的管理方法也会

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影响ꎬ如农药的使用会对

土壤及生物链产生负面影响ꎬ过量施肥会破坏土壤

结构且污染地下水质ꎮ 这些负面影响与果园的积极

价值相抵消ꎬ形成制约关系ꎬ从而影响果园整体的生

态价值[１２]ꎮ
对休闲果园而言ꎬ更需注重其与生态之间的互

作效应ꎬ才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果园ꎮ 依托

无锡阳山水蜜桃产业的田园东方ꎬ是集现代农业、休
闲旅游、田园社区等产业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ꎬ通过

“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和“三产” (农业、加工

业、服务业)的有机结合与关联共生ꎬ实现生态农

业、休闲旅游、田园居住等复合功能ꎬ倡导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融与可持续发展ꎬ改变桃园管理方式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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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ꎬ合理用药ꎬ开展水蜜桃的标准化和有机栽培ꎬ
最大限度发挥无锡水蜜桃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

生态价值ꎮ

４　 社会价值

４.１　 体验功能

果树在休闲农业中除了观赏价值和食用价值

外ꎬ还有非常重要的体验功能ꎬ如参与收获采摘ꎬ制
作果酱果汁ꎬ品味鉴赏评比ꎬ制作标本以及写生采风

等一系列休闲娱乐体验活动ꎮ 通过对休闲果业内涵

和功能的延伸ꎬ可以促进果树产业的转型升级ꎬ带动

果品的销售、加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ꎮ 位于盐城的

仰徐村ꎬ是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和省最美百果

园ꎬ建有葡萄采摘园、草莓采摘园、景观园林、蔬菜

园、良田示范区和农民公园ꎬ还有购物美食一条街、
乡村少年宫、农耕文明园、农家乐等景点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开展了为期 ３３ ｄ 的仰徐村第 ３ 届葡萄节ꎬ举
办了葡萄采摘、评比、品尝、写生、赛诗、吟唱等活动ꎬ
成为城乡居民秋日休闲的乐处ꎬ并带动了全村众多

产业的发展ꎮ
目前ꎬ在中国的休闲农业体验项目中ꎬ水果采摘

仍占有重要地位ꎮ 然而ꎬＳｔａｎｌｅｙ 等[１３]在对世界休闲

农业发展的调研和总结中指出ꎬ近年来水果采摘在

消费者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呈下降趋势ꎮ 虽然中国

的休闲农业起步较晚ꎬ此趋势尚不如西方国家明显ꎬ
但仍需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管理模式ꎬ并结合中国

国情进行创新ꎬ以保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ꎮ 例如ꎬ可
以引进国外的体验项目ꎬ包括:果园餐厅、果园教室、
婚礼承办、露营基地、农场舞会、打猎活动等[１２]ꎮ
４.２　 治疗功能

园艺疗法是一种新型的园艺功能ꎬ近几十年逐

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ꎮ 通过运用园艺植物元素ꎬ
以多种园艺操作活动为手段ꎬ从教育、社会、心理、身
体等方面对参与者进行调整ꎬ获得舒缓身心ꎬ提高大

脑功能ꎬ减轻不适症状等治疗效果ꎮ 此外ꎬ还有各种

针对特殊人群ꎬ如老年痴呆患者、残疾人、特殊儿童、
中风患者等的专门性园艺治疗场所[１４]ꎮ 国外对于

治疗型园艺的研究已逐渐深入ꎬ并已进行临床应用ꎬ
相关治疗效果非常明显[１５]ꎮ

园艺疗法的概念同样可以借鉴到休闲果园中ꎮ
水果富含人体所需的大量维生素、蛋白质和其他营

养物质ꎬ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ꎬ在园艺治疗

应用中的优势巨大ꎮ 如ꎬ蓝莓具有极强的抗氧化性ꎬ
还有抗衰老、预防癌症、增强记忆力等功效[１６]ꎻ银杏

含有类黄酮物质ꎬ具有增强记忆力、改善心血管功

能、抗肿瘤等重要医学价值[１７]ꎻ枣作为传统的中医

保健食品ꎬ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等功效[１８]ꎮ 在

应用园艺疗法的休闲农业园区中ꎬ可针对果树的不

同疗效迎合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ꎬ如针对老人、学
生、女性等人群ꎬ推出不同类型的果树ꎮ

同时ꎬ休闲农业园区还可利用果园的农业属性ꎬ
引导人们在农事活动中放松心情ꎬ舒缓压力ꎬ获得成

就感ꎬ从而达到心理上的治愈效果ꎮ 然而ꎬ对于更深

层次及专业化的治疗ꎬ例如针对抑郁症患者、多动症

儿童、痴呆患者的园艺疗法ꎬ在国外需要具有专业从

业认证的园艺治疗师进行引导ꎬ同时还需结合专业

的活动方案和治疗型园林设计ꎬ而中国在这方面的

研究非常有限ꎬ所以现阶段这种深层次的园艺疗法

还无法在休闲农业中应用ꎮ
４.３　 教育功能

不同形式的休闲农业园区具有不同的教育意

义ꎮ 如最常见的农家乐等休闲旅游园区ꎬ让游客

(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城市居民或者近郊居民)
远离城市喧嚣ꎬ亲近自然ꎬ感受乡村生活ꎬ唤醒人们

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过往生活的回忆ꎬ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ꎮ 尤其对于从小出生于

城市的孩子而言ꎬ与果树等自然元素的互动ꎬ更是为

其提供了难得的亲近自然的机会ꎮ 如盐城恒北村的

梨博物馆ꎬ对梨的起源、品种、分布、文化、美食、制品

等进行全方位展示ꎬ成为中小学生的校外课堂ꎬ从中

了解中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ꎬ了解一些基

本的农业栽培技术ꎬ让游客不仅体验到了农耕的乐

趣ꎬ也增长了农业知识ꎬ是寓教于乐的极好体现ꎮ

５　 文化价值

中国果树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ꎬ早在周朝人们

就在园圃中引入了果树种植ꎬ从秦汉、隋唐再至明清

时期ꎬ果树都在园林应用及休闲娱乐中起重要作用ꎮ
更有无数文人骚客在诗词歌赋中描绘并赞美果树ꎬ
为果树增添更多的文化内涵ꎮ 现如今ꎬ果树文化以

一些更为新颖的形式出现ꎬ如各地涌现的果树特色

小镇和水果主题节庆ꎬ果树文化以新的载体出现在

人们视野内ꎬ并逐渐发展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１９]ꎮ 例如ꎬ在中国水蜜桃之乡无锡阳山ꎬ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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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文化博物馆ꎬ收藏与桃有关的考古发现、文献书

籍、诗词歌赋、绘画书法、楹联碑帖、匾额雕刻、神话

传说、戏曲舞蹈、文房四宝、音乐、档案、医学、饮食、
器具、服饰、工艺、摄影、电影等ꎬ开辟了桃民俗文化、
图腾文化、宗教文化等主题专栏ꎬ为大众更深入地了

解桃文化提供了窗口ꎮ
近年来ꎬ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多个部门陆续出

台了支持乡村旅游和特色小镇开发的相关文件ꎬ
２０１６ 年全国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示范县(市、区)和美

丽休闲乡村分别达到 ３２８ 个和 ３７０ 个ꎬ２０１７ 年国家

住建部批准的国家特色小镇达 ４０３ 个ꎬ各地方省市

也争先开展特色小镇发展规划ꎬ其中涌现出一批果

树特色小镇ꎬ如上海市吕巷蟠桃小镇、四川成都龙泉

的桃花故里、云南华坪芒果小镇、山东平度市葡萄小

镇、湖北当阳市蓝莓小镇等ꎮ 然而ꎬ如何在众多的小

镇中脱颖而出成为重要命题[２０]ꎮ 需充分开发当地

的自然和人文资源ꎬ不能仅停留在观光采摘等浅显

的旅游项目上ꎬ还需深度开发文化内涵ꎬ赋予特色小

镇新的生命力ꎮ 同时ꎬ通过举办节庆活动ꎬ扩大小镇

的宣传力ꎬ提高知名度ꎬ打造文化品牌ꎬ其本质上的

文化性质不应被旅游开发后的经济性质所取代ꎬ注
重节庆开发的可持续性发展ꎮ

在 ２０１７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ꎬ明确提出了田园

综合体发展理念ꎬ被众多相关企业认为是未来十年

中国农业发展的理想形式ꎮ 在不久的将来ꎬ中国城

市周边将涌现出高质量的田园体验和旅游项目ꎬ在
为居民提供新的农事体验和更完善的服务设施的同

时ꎬ促进实现“村庄美、产业新、农民富、环境优”的

农村全面发展的目标ꎮ 无锡田园东方田园综合体ꎬ
就是此概念的践行者ꎬ以特色桃产业为依托建立体

系化的发展平台ꎬ加入科技动力ꎬ保持绿色发展ꎬ构
建生态屏障ꎬ并形成了地域的独特文化ꎮ 在这样

“桃花源”一般的新农村中ꎬ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本地

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ꎬ成为建设更美乡村的参与者ꎮ 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底ꎬ在全国已基本确立了田园综合体的试点单位ꎬ包
括广西南宁美丽南方、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镇、河北唐

山花乡果巷、山东临沂市朱家林、四川都江堰市天府

田园综合体等ꎮ
此外ꎬ还有一些新颖的休闲农业模式正逐渐兴

起ꎬ如社区农园ꎬ在中国的许多城市ꎬ尤其是北京、上
海等特大城市逐渐流行起来ꎮ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农

园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 ４０ 年的发展历史ꎬ其主要

运营模式为城市社区居民各自管理公用空地中租用

的小片土地进行园艺种植活动ꎮ 社区农园提倡可持

续农业ꎬ包括朴门永续、食物森林等理念ꎬ即通过自

然农法进行种植ꎬ模仿森林生态系统ꎬ结合乔木坚

果、矮中型灌木水果、地被植物、根茎类植物、攀缘植

物ꎬ甚至菌类苔藓地衣等ꎬ营造出多层次的可食用生

态系统ꎬ达到减少人为干预ꎬ增加产量ꎬ进行有机生

产等目的ꎬ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社区文化ꎬ增进社区连

结ꎬ促进社区和谐[２１￣２４]ꎮ 据统计ꎬ在 ２００７ 年ꎬ仅纽约

城经认证的社区农园已达到近 ３００ 个ꎬ美国和加拿

大的社区农园共约２０ ０００个[２２]ꎮ 中国自 ２００８ 年引

进城市农园以来至 ２０１４ 年ꎬ全国陆续发展起来运营

较为成熟的农园约为 ５００ 个ꎬ而其中仅北京市具有

一定规模的农园就有 １０５ 家ꎬ农用地总规模超过

４６６ ６７ ｈｍ２ꎬ年参与人数超过２×１０６人ꎮ 随着中国城

市人口的逐年增多ꎬ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提高ꎬ
城市居民对拥有庭院土地的渴望愈加迫切ꎬ这种形

式的休闲农业在中国极具发展潜力ꎮ
果树在休闲农业中具有很多应用价值和深度开

发的潜力ꎮ 通过分析市场需求并积极创新产业模

式ꎬ可以使果树在休闲农业中发挥出最大效益ꎬ增加

产值ꎬ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ꎬ达到促进区域发展ꎬ提
高农业人口生活水平等效果ꎮ 然而ꎬ在其高速发展

的过程中ꎬ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ꎬ需要各方面积

极应对ꎬ努力创新ꎬ吸收国内外相关产业的发展经

验ꎬ才能使这一朝阳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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