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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信息化推动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紧迫任务，民族地区也不例外。
《信息化与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研究》较全面地研究了信息化与民族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营
销信息化、农业生产技术信息化、信息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信息化与金融创新、信息化与旅
游开发、信息化与农村政务公开等问题。
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从而得出了有一定创新的研究结论。
《信息化与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研究》是对民族地区农业信息化发展研究的一次大胆探索，其研究成果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参考价值。

《信息化与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研究》适合农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相关研究人员以及实际工作者参考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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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迅速，他们有更多资金、更多闲暇时间用于休闲
旅游。
同时，城市居民厌倦了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和单调的工作、生活，渴望亲近自然，感受乡土生活，享受
淳朴民风，因此，农村正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我国民族地区的独特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造就了民族地区独特的农作物品种、古朴的耕作方法、浓
郁的民族风情，再加上民族地区工业不发达，民族地区的农村一般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因此，民族
地区的农村更能吸引城市居民。
我国民族城区的农村发展乡村旅游、观光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具体来说，我国民族地区可以发
展以下模式的观光农业：　　（1）观光农园。
利用本地特色农业资源，让游客一边欣赏，一边自己动手采摘水果，按民族风俗采茶沏茶、拔菜、赏
花、插秧、捕鱼、捉虾等，感受民族风情、享受田园乐趣。
　　（2）农业公园。
即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合为一体，科学规划公
园、集约利用土地，公园内利用先进技术发展现代农业，修建各种游园休憩地，游人在公园内呼吸着
难得的新鲜空气、采摘各种水果、野菜，品尝自己挑选的农产品，还可为家人、朋友带回城市没有的
各种农产品，让他们一同感受到自然、新鲜的农产品。
　　（3）教育农园。
这是兼顾农业生产与科普教育功能的农业经营形态。
目前，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远离农业，对生命、自然、农业一无所知，所得到的知识都来源于课本，枯
燥乏味，难以获得直观生动的形象，例如，许多青少年不知道植物从种子的发芽、成长、开花、结果
到收获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变化的，蚕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变化的、是如何吐丝的，丑陋的毛毛虫是如何
变成美丽蝴蝶的。
因此，客观上需要为青少年提供大自然的教室，让青少年在自然环境中亲自探索，接受自然的教育，
感受自然的神秘。
但目前，在我国能够提供这种服务功能的教育农园极为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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