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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文化融合共生理念下的
生态农业观光园设计
———以沛县湖西农场为例

汝军红１ꎬ曹晓东２ꎬ张　 昊１

(１.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ꎻ２.沈阳绿萌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１６)

摘　 要:观光农业的出现与发展是“绿色经济”大背景下自然选择的结果ꎮ 就如何

建设一个环境共生与文化互融的生态型休闲观光园进行了规划和设计方面的探

讨ꎬ以沛县湖西农场为例ꎬ提出了相应的规划原则ꎬ并从文化体验、设计策略、建造

模式 ３ 个方面对生态农业观光园的规划设计进行了实践探究ꎬ以期对此类园区的

设计和建设提供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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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２１ 世纪ꎬ在现代农业转型和乡村旅

游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ꎬ生态农业休闲无疑

成为旅游产业中的新生力量ꎮ 许多观光农业

生态园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设计及不当的经

营管理ꎬ使得旅游形象模糊ꎬ没有起到观光

性、生态示范性的作用[１]ꎬ而生态农业观光

园作为观光农业的主体应得到更进一步的发

展ꎮ 生态农业观光园采用生态园模式进行观

光园内的农业布局和生产ꎬ将农事活动、自然

风光、科技示范、休闲娱乐、环境保护等融为

一体ꎬ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

统一[２]ꎮ 笔者提出在进行生态农业观光园

规划时应遵循环境共生的总体布局、文化互

融的项目策划、生态可持续的建造模式等原

则ꎬ并结合沛县湖西农场的实例探讨了具体

的规划方案ꎬ致力于将生态园建成一个“环
境共生”“文化互融”的现代化生态园区ꎬ以
期最终实现园区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

一可持续发展ꎮ

一、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发展的宏观背景

１.现代农业的转型驱动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ꎬ对新型经

营主体培育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视不

断提升ꎬ农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发展已

经成为农业发展新的重点与方向ꎮ 农业休闲

观光旅游的出现为现代农业转型提供了广阔

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的市场效益[３]ꎬ必须在现

有农业模式的基础上ꎬ对农业结构进行优化ꎬ
以达到提高农产品安全水平的目的ꎮ 并且在

实施过程中ꎬ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ꎬ以农民分

享增值收益为核心ꎬ推行种养结合、一二三产

业相融合的生产模式ꎬ使农民收入空间大大

提升ꎮ 同时ꎬ重视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ꎬ
强调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ꎬ可以对农业

的生产能力综合提升起到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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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观光旅游的需求驱动

在“绿色”和“生态”逐渐成为普遍价值

观的大背景下ꎬ农业与旅游业融合逐渐成为

新的发展趋势ꎬ在“绿色经济”为主导的今

天ꎬ观光农业自然而然地成为最优的选择ꎮ
生态农业休闲观光是传统农业与现代旅游业

相结合的产物ꎬ在满足原始农作物产出需求

的基础上ꎬ兼具休闲、娱乐和求知等功能而成

为一种新型的旅游模式[４]ꎮ 首先ꎬ快节奏的

生活和机械的工作方式使得在城市生活中的

人们有了亲近自然、远离喧嚣的强烈诉求ꎬ这
足以为生态农业的休闲观光提供庞大的客户

群体ꎻ其次ꎬ基础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给农业

功能拓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与机遇ꎬ作为一

种生态、社会、经济协调统一的新兴产业ꎬ休
闲农业是农业发展更高形态的体现ꎬ驱动了

生态农业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并为其开拓了

巨大的发展空间ꎻ最后ꎬ不断提高的生活水

平、更多的闲暇时间和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ꎬ
使人们的兴趣从单纯的视觉观赏转向了更具

参与互动体验性的活动ꎬ希望能在互动中收

获知识与快乐ꎬ而这恰恰是生态农业休闲观

光独有的特征ꎬ即观赏与体验共存ꎮ 沛县湖

西农场是计划经济时代存留下来的集体经营

性质的现代化农场ꎬ是我国杂交水稻良种种

植基地ꎬ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与自然资源ꎬ有
着巨大的发展潜力ꎮ

二、路径探索:提升观光园区空间品质

的规划对策

１.文化互融的项目策划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ꎬ人们对

精神世界的关注大大提升ꎬ文化氛围的营造

与延续成为了规划设计的重点ꎮ 生态农业休

闲观光旅游是一种在传统自然观光旅游基础

上与自然相处方式的学习ꎬ同时也是一次对

自然传统态度更深层次的认知[５]ꎮ
观光农业是以传统农业与现代旅游业为

基础ꎬ具有休闲、娱乐和认知多层次功能的、
能满足多元化需求的新型旅游模式ꎮ 深厚的

文化底蕴是生态农业园无尽生命力的源泉ꎬ

同时也是人们不断拓展的精神世界的寄托所

在ꎮ 因此ꎬ文化的植入成为生态园区品质提

升的必经之路ꎮ 如何将园区无形的文化变为

有形的存在ꎬ成为湖西农业园规划设计的重

要内容ꎮ
(１)动静结合的策划理念ꎮ 生态农业休

闲观光的消费者多为周边城市内以休憩放松

为目的的上班族ꎮ 应针对不同群体的偏好ꎬ
采取不同的文化互融的项目ꎬ做到“一动一

静ꎬ亦动亦静”ꎮ 因此ꎬ处理好“静”和“动”的
关系是重点ꎬ要处理好文化感知和文化体验

之间的关系ꎮ 在场地设计中ꎬ要以诠释“静”
为重点ꎬ休闲农业中“静”就是对田园恬适生

活、农家悠然生活的体现ꎬ这种恬静休闲的空

间和场所也是消费者需求的核心ꎮ 休闲农业

中的“动”主要体现在娱乐游憩和农业生产

的体验中ꎬ将“动”的活动项目寓于“静”的田

园风光之中ꎮ 这样城镇居民回归自然的渴

望、放松身心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ꎬ同时ꎬ
居民对文化实践和认知的诉求也得以实现ꎬ
因而愿意延长游憩时间ꎬ对二次消费的产生

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６]ꎮ
(２)多角度的文化感知ꎮ 园区所在地沛

县有着悠久的历史ꎬ自然人文资源丰富ꎬ为刘

邦故里、大汉之龙起之地ꎬ素有 “千古龙飞

地、一代帝王乡”之美誉ꎮ 从观赏的角度出

发ꎬ可以在园区策划创意稻田画项目ꎬ以丰富

的汉代故事为内容ꎬ以广阔的稻田为画布ꎬ运
用彩色稻种ꎬ为游人呈现一幅瑰丽的历史文

化卷轴ꎮ 内设观景高台及高空索道ꎬ居高临

下ꎬ能将稻田画尽收眼底ꎬ使游人受到视觉震

撼的同时在精神上完成对于文化的感知ꎮ
农耕文明历史久远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ꎮ 渔樵耕读是农耕文明的代表与核心ꎬ农
耕文明是千百年来汉民族生产生活与政治文

化体系构建的基础ꎬ是中华文明以不同形式

延续精髓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意识文化形态ꎬ
所体现的哲学精髓应时、取宜、守则、和谐正

是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重要精神源泉[７]ꎮ
崇尚耕读生涯ꎬ反对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利

用ꎬ与自然和谐相处ꎬ从而达到“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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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境界的追求ꎬ是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

相处方式ꎬ也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的理念ꎮ
现阶段ꎬ我国农业科普市场还存在很大的空

白ꎬ这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ꎮ 观光农

业的形成填补了这一空缺ꎬ旅游科普也拓展

了农业发展方向ꎮ 从科普的角度来看ꎬ湖西

农场作为全国杂交水稻育种基地ꎬ盛产优质

稻种ꎬ可以建设杂交水稻展示交易馆(见图

１)ꎬ集展览、科研、教育于一体ꎬ系统展示湖

西农场的发展历史、杂交水稻育种技术ꎬ并且

能兼顾现有技术的交流以及新兴技术的讨论

与研发ꎬ从而使项目园区不仅作为杂交水稻

的育种基地ꎬ同时也成为杂交稻新技术研发

的孵化器ꎮ

图 １　 杂交水稻交易馆人视图

　 　 (３)多层次的文化体验ꎮ 在文化体验层

面ꎬ坚持以人为本ꎬ从游人的角度出发ꎮ 当游

人不再是旁观者ꎬ而是主人公的时候ꎬ对文化

内涵的理解必定会更加深入ꎬ记忆也会更加

深刻ꎮ 因此ꎬ园区在情迷花海片区设计了汉

文化婚庆广场ꎬ将汉室高台与花海互为依托ꎬ
游人可以身着汉服ꎬ行汉室嫁娶之礼ꎬ切身体

验大汉文化的魅力ꎮ 此外ꎬ农耕文化实践的

趣味性是单纯的文字与图片认知无法比拟

的ꎮ 近年来ꎬ大型亲子节目户外真人秀颇为

流行ꎬ而节目的设置安排大多和农事体验有

关ꎬ让孩子和家长近距离地接触动物或者亲

手体验农耕ꎬ在体验传统劳动的过程中ꎬ增进

对农耕文化的体悟ꎮ 园区建设农事体验基

地、青少年培训基地ꎬ将亲子活动与青少年的

拓展训练融入农耕文化体验中ꎬ寓教于乐ꎬ使
青少年在锻炼身体的同时ꎬ增强对农耕文化

的体会ꎮ 同时ꎬ划分出部分田地ꎬ进行私人农

田认领ꎬ让游人能够亲自耕作ꎬ体验插秧、除

草、收割等农业实践活动ꎮ
２.环境共生的总体布局

(１)尊重自然的规划理念ꎮ 生态农业休

闲观光之所以能够吸引游人ꎬ是因为其自身

具有城市所没有的闲适、静谧与广阔ꎮ 因此ꎬ
在园区规划的总体布局上ꎬ要尽可能地保留

其自身的特点[８]ꎮ 沛县湖西农场作为全国

杂交水稻育种基地ꎬ盛产优质稻种ꎬ园区现有

耕地绝大部分种植水稻ꎬ荷花种植也已初具

规模ꎬ形成了“稻”与“荷”为主的作物种植布

局和以鱼塘为辅的水产养殖格局ꎮ 因此ꎬ进
行规划时应本着尊重自然、与环境共生的基

本原则ꎬ尽量不改变原有的总体布局ꎬ在原有

的基础上梳理边界并提升品质、加入创意ꎬ以
达到一种与环境和谐统一又不失趣味性的空

间体验ꎮ
(２)顺应时序的资源配置ꎮ 作物都有其

生长周期ꎬ枯荣自然交替ꎬ旅游观赏景物也应

随着季节的变动而有所不同ꎬ而大面积的稻

田成为设计中不可回避的问题ꎬ既要保留稻

田的原有属性ꎬ又要在旅游观赏方面下功夫ꎮ
要在与环境共生的原则下ꎬ突出观赏体验ꎬ可
在湖西农场中进行水稻与油菜花的套种ꎬ以
保证旅游资源源于自然且各具特色ꎮ 对于丰

富的稻田资源ꎬ通过削弱其食用属性、提高其

文化属性ꎬ依靠各种文化创意提高旅游附加

值ꎬ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ꎮ 可以配合稻田画

观光为游人提供能够身临其境的高空瞭望

塔ꎬ游人从高处俯瞰稻田画(见图 ２)ꎬ能够更

加真切地感受到稻田画的壮观与奇妙ꎮ 当地

厚重的文化底蕴成为创意稻田无尽的素材ꎬ
历史故事与农耕的稻田结合必将成为最美丽

的历史呈现ꎮ

图 ２　 奇幻稻田效果图



４６２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０ 卷

　 　 与稻田套种的油菜花田有着良好的景观

生态环境ꎬ可将其打造成集婚纱摄影、室外婚

庆场地、婚庆服务于一体的浪漫花海(见图

３)ꎮ 花田观景塔使游人不仅能置身花海ꎬ还
能登高远望ꎬ将花田尽收眼底ꎮ 同时ꎬ也可以

凭借良好的生态条件ꎬ为游人提供休闲场所ꎮ

图 ３　 情迷花海效果图

　 　 (３)走近自然的平台建设ꎮ 鱼塘和荷塘

在园区中已经初具规模ꎬ为了既能将其纳入

游览观光体系ꎬ又不影响其本身的价值产出ꎬ
要从多方面进行考量ꎮ 首先ꎬ荷塘自身就是

一种景观ꎬ由于只能远观无法“靠近”ꎬ选择

在湖塘用荷花造景ꎬ将荷花种植于广阔的湖

塘水面(见图 ４)ꎬ使其呈现出碧叶接天、荷浪

汹涌的瑰丽景观ꎮ 同时ꎬ在荷塘构建木栈道

及赏荷观景台ꎬ使游人能够多角度地欣赏荷

塘的美景ꎬ并策划竹排赏荷ꎬ使游人可以乘竹

筏轻荡荷塘ꎬ享一池荷香浮动ꎮ 在文化表达

上ꎬ拟建荷花展示长廊ꎬ通过文字与图片相结

合的方式ꎬ使游人更加系统地了解百余种珍

品荷花ꎬ达到一定的科普目的ꎬ并举办以荷花

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活动ꎬ以摄影、书画、散
文、美食等形式具象出文化的内涵ꎮ

图 ４　 荷塘月色效果图

　 　 与荷塘相比ꎬ鱼塘的规模较大ꎬ若全部纳

入观光体系ꎬ势必会削减其自身的经济价值ꎮ
因此ꎬ选择临近荷塘的一小部分鱼塘作为旅

游观光的场地(见图 ５)ꎬ既能将观光游憩场

地连接成一片ꎬ便于管理与游览路线的组织

安排ꎬ也能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平衡ꎮ
由于原有的各个小鱼塘相对独立ꎬ且规模大

小不一ꎬ布局较为杂乱ꎬ无法形成良好的景观

效果ꎬ因此只保留规模相对较大的鱼塘并对

其形态加以改造ꎬ使其连接成一片ꎬ同时辅以

绿化种植来改善周边环境(见图 ６)ꎮ 在拥有

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之后ꎬ综合考虑多种因

素在鱼塘水面策划水上渔村项目ꎮ 项目从农

场角度来考虑ꎬ鱼塘中的鲜鱼可作为水上渔

村供应的原材料ꎬ增加了鱼塘自身的销路ꎻ从
游人角度考虑ꎬ可以自行垂钓或挑选ꎬ吃得放

心又增加了乐趣ꎮ

图 ５　 水上渔村人视图

图 ６　 渔舟唱晚效果图

　 　 在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园中增添建设项

目ꎬ重中之重就是要考虑建筑物与环境融合

共生的问题ꎬ使游人更加亲近自然ꎮ 因此ꎬ建
筑布局应灵活多变、尽量分散ꎬ呈现自由的形

态ꎮ 在众多建筑物中ꎬ木构架的房屋成为首

选ꎬ木构架既能给人们带来返璞归真的乡土

气息ꎬ使人们摆脱城市钢铁森林般的压抑环

境ꎬ也能满足尽量亲水、灵活布局的设计初

衷ꎮ
３.生态可持续的建造模式

整个园区的规划建设以可持续的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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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ꎬ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动

态平衡ꎮ 无论是在种植方式的选择、项目的

建造方面ꎬ还是在市政建设方面ꎬ都力求以可

持续发展作为终极目标[９]ꎮ 将循环农业的

模式应用于园区规划设计中ꎬ即以“改造减

量化、现有资源再利用、废弃物再循环、生产

过程可控化”为原则ꎬ以保护耕地、提升质量

为改造目的ꎬ以秸秆的返田处理与保护性耕

作为核心技术ꎬ努力实现干净消费ꎬ使生产的

农产品在完全利用后回归大地ꎬ将种地与养

地有机结合[１０]ꎮ 园区采取耕地产出农产品

和秸秆ꎬ秸秆经简单处理作为饲料供给动物

养殖ꎬ农产品和饲养动物供给人食用ꎬ人和动

物产生的粪便和部分秸秆共同进入沤粪池ꎬ
形成有机肥料归还给农田的方式ꎬ达到种地

与养地有机结合ꎬ实现了秸秆、畜禽粪便等农

业固体废弃物的高效率循环利用ꎬ同时也促

进了农产品质量的提高ꎮ
公共厕所采用“三格式”化粪池技术(见

图 ７)ꎮ 污水处理站采用“组合式复合生物滤

池 －高负荷人工湿地”联合工艺技术ꎬ经过

处理的污水最终出水可达«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中的一

级 Ｂ 标准ꎮ 生活污水经过初步物理净化进

入集水池ꎬ由水泵自动提升至组合式复合生

物滤池ꎬ在与生物膜的充分接触中ꎬ污染物被

微生物逐步吸附并缓慢降解ꎻ出水经沉淀后

部分回流至集水池ꎬ另一部分进入人工湿地

系统ꎬ在填料 － 土壤 － 植物的协调作用下进

一步对有机物、氮和磷进行过滤和去除ꎬ出水

达一级 Ｂ 标准后予以排放ꎮ

图 ７　 三格式公厕示意图

三、结　 语

沛县湖西农场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园的规

划设计突出了环境共生的理念ꎬ以优化结构、
完善体系为基本手段ꎻ以文化融入、深化内涵

为价值取向ꎻ以提升产能、和谐共融为目标导

向ꎬ在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下ꎬ力求从多方面

达到环境共生、文化互融ꎮ 同时ꎬ采用了将无

形的文化与有形的项目相结合的设计手法ꎬ
既能够弘扬传统文化精神ꎬ又能使项目本身

到达新的高度ꎬ提升自身内涵ꎮ
生产技术的进步、乡间产业结构的优化

以及物质经济的发展为实现生态、经济和社

会效益平衡发展的观光生态园模式提供了更

大的发展空间ꎮ 在生态农业观光园设计中应

考虑传统农业的优化布局和新型生产使农

事、自然、科技、休闲、环保相融合ꎬ以“整体、
循环、协调、再生”为原则ꎬ将挖掘“生态文

化”作为规划设计的核心内容ꎬ以达到生态、
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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