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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疫情防控下 

上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杨冰 金玲 方伍生 

上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以下简称农业旅游）始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是全国该行业中起步较早、发展较快、

层次较高的地区之一。目前全市已建成近 330 个农业旅游景区（点），其中年接待万人以上规模的景区有 170 个。

这些景区（点）带动就业约 2.8万人（其中本地农民约为 2万人）。2018年上海农业旅游接待游客量突破 1900万人

次，营业收入超过 100亿元。上海农业旅游为上海经济社会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做出了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农业旅游行业积极行动，将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打赢这

场疫情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牢牢把握好企业大局，一切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要求行动。根据中央和市委、

市政府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统一部署，上海市农业旅游经济协会及时下发了通知。各景区消）仔细排查、周密

布置、落实措施，守望相助、爱心捐赠，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协会主动加强与景区（点）联系，及时向有关部门

反映情况。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窗口，宣传相关政策，实行科学防控、组织农业旅游景区诚）在线培训。竖信在党

的领导下，必将迅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役。 

一、疫情对景区（点）经济造成的影响 

农业旅游是旅游的一种类型，是高度市场化的行业。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期召开的“《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 No.12》线上发

布会”透露，这次重大疫情对旅游经济的影响，预计 2020年一季度及全年，国内旅游人次分别负增长 56%和 15.5%,全年同比减

少 9.32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分别负增长 69%和 20.6%,全年减收 1.18 万亿元。尽管各农业旅游景区（点）全力以赴，积极抗

疫，但疫情对上海农业旅游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是相当严重的。 

（一）春节期间收入骤减 

春节对农业旅游景区（点）来说是全年重要经济收入的黄金节日之一。2020 年春节前夕，相当部分景区（点）做了大量的

资金、人力、物质投入。但一场疫情袭来，基本阻断了消费者与景区（点）的联系，经济活动几乎被打压到谷底。预约的年夜

饭、年货购买、新年活动、会务培训等全部退约。奉贤区属地的一个景点，2020 年春节前一个月客房、餐桌就基本订满。由于

疫情,各项损失合计 6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期间全市农业旅游景区（点）基本没有营业收入的

占 64%,比 2019年春节减少 50%-98%的占 36%。 

（二）疫情给景区（点）经营带来困难 

上海的农业旅游基本分为五类:一是农家乐（包括特色农庄、渔家、林家乐等），主要提供餐饮、采摘、会务、农产品购买

等业务。二是休闲农庄，主要提供观光、娱乐、住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业务。三是观光农园，依托特色种植、养殖、林业

等农业资源，吸引人员旅游。四是农业园区，利用原有市区两级农业园区，开展休闲、观光、采摘、科普教育及推广等业务。

五是生态园林型，利用国家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公益林等林业资源开发的生态旅游场所。这五类景区（点）运转主要依靠景

点门票、农产品销售等带来的现金流。受疫情影响，门票、产品销售等经营性收入基本为零。但这些景区（点）场地租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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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成本等各类费用支出每天都在产生。农业旅游大量用工基本始于 3 月底，如果届时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正常用工，生产和销

售受阻，将影响到景区（点）全年的经营业绩。 

（三）疫情引发焦虑和担心 

这次疫情至少三个月给景区（点）正常营业造成困难。而这短期困难会让部分景区（点）产生焦虑和担心。一些景区（点）

前期投入资金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添了游乐设施，也有一些景区（点）投入资金进行团队重整、业务调整，但疫情一来，景

区（点）业务活动基本停止，势必引发出担心和焦虑。 

二、景区（点）创新发展思考 

这些年，农业旅游景区（点）不断调整发展模式，疫情之下他们增强危机感，对经营业务、经营管理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

的思考。 

思考之一:餐饮提供的食材是否健康，将成为消费者的选择重点 

消费者已认识到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这些认识会促使餐饮业迎来新一轮的改革。餐饮不能只为追求特色、满足少数人

不健康的需求而采用野生动物做食材。所有食材要可追溯、有品牌。餐饮场所的卫生环境、食材、厨房、餐具等方面要按照行

业标准进行改造升级。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农业旅游餐饮行业生存的基础。 

思考之二：目前上海相当部分农业旅游景区（点）依赖游客采摘、本地销售等传统方式，缺乏电商、网络等销售方式 

这次疫情造成景区（点）营业大门关闭，经济损失大。风险中酝酿机遇，催生新的营销方式。疫情过后,相当部分农业旅游

景区（点）将突破行业思维局限，将在生产、经营、销售等方面朝着智能化、线上化拓展。开启“云购物”模式，邀请导购直

播卖货，实现一对一在线选购,实行安心无接触配送等。 

思考之三：提高运营管理团队的整体素质和专业能力，加强业务研讨，做好企业文化、服务、营销创意、管理等培训 

做好提高员工素质教育和提升服务质量专业技能的人员学习、培训，交流考察开眼界，提升自我水平。多家景区（点）表

示要加强学习，政策宣讲、信息共享，宣传推介、交流沟通。 

思考之四：疫情后勤洗手、勤通风、餐桌上使用公筷公勺，减少传染将成为许多上海市民的好习惯 

市健促委、市文明办、市卫健委、市健促中心也向市民发出倡议，文明和卫生用餐，让每一张餐桌上的公筷公勺成为健康

上海的新时尚。今后消费者会对安全、科学的餐饮分食制标准有更高的要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餐饮行业人已在积极思考，

打造安全餐饮方式的标准。 

三、相关建议 

（一）积极争取政府的帮助 

抗击疫情，全国各省市都陆续出台了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为中小企业减压。上海市在推出四条举措为中小企业纾困减压后，

又再出 28条综合政策举措全力支持企业抗击疫情。各区也积极响应，相继公布了相关政策措施，涵盖金融帮扶、企业减负、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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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稳岗、产业扶持、营商环境优化等各个方面，以实质性举措与中小企业共克时艰。建议景区（点）落实专人，学习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推出的扶持、激励政策，积极争取政府的帮助。 

（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疫情后，景区（点）仅靠自身的力量，来恢复发展经济是远远不够的，建议要加大对自身的宣传推广力度。景区（点）加

强与政府、行业协会及相关组织联系，依靠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组织力量，详细研究制定出景区（点）宣传、推广实施

方案，形成一系列的景区（点）营销和推广活动。如以“认识农旅”主题为重心，在相应场所实施宣传推广活动。 

（三）积极应对“疫后”需求 

根据历史经验，大量的游客需求会在危机事件结束后涌现。能否在需求到来时保质保量提供优质服务,是景区（点）能否实

现快速发展甚至变道超车的重中之重。建议景区（点）主动行动，立足当前、放眼长远，深入细致地做好市场和营销调查研究。

结合自身基础，梳理业务内容,客观分析“疫后”形势、机遇、挑战，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良机。要及时谋划“疫后”自救、恢

复、振兴的行动预案，提前做好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内部培训等工作。 

乡村是上海面向未来发展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珍贵资源。乡村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业旅游在促进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是乡村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疫情会暂时影响农业旅游行业发展的节奏，

但绝不会影响该行业蓬勃向前发展的大好趋势。 

（作者单位:上海市农业旅游经济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