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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庄文化主题的挖掘与案例分享
陈恩海　高传友　刘永华通讯作者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6）

摘要：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怎么深入挖掘文化元素，将其融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之中，使其转化为有文化影响力、有市场吸引力

的旅游产品和品牌。本文通过调研分析广西 2 个休闲农庄案例，一是如何挖掘茶文化主题——以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茶博园为例，从茶学

专业发展历史，打造以茶旅融合为核心的观光休闲生态茶园，实现了“教学实训、生产加工、培训鉴定、研发服务、国际交流、休闲观光”

一体化的教学实训基地；二是如何挖掘八角文化主题——以广西六万国家森林康养基地为例，景区植被资源丰富，春夏秋冬景观多变，

是一座原生态的“天然氧吧”，林地所出产的大红八角以果美、气香、味浓而享誉国内外，建设八角文化馆，主要展示八角种植、采收、

加工技术和文化，使八角文化与森林旅游有效结合，吸引更多游客，并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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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有关大力发展休闲农业

的决策部署，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着力优化发展政策，加大

公共服务，整合项目资源，有力地推动了我区休闲农业快速发

展。广西休闲农业虽然取得快速发展，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水平较低，休闲农业总体规模、产品业态、产业整体素质等，

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仍然较为明显，尤其是农耕文化、民俗风

情等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乏故事性、感染力，乡村文化固有

的文化品位未能充分体现，文化创新和创意不足，不能满足游

客多样化的需求，与我区休闲农业发展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不

相称，亟须从文化融合休闲农业角度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提档升

级，助力乡村振兴。

农业是基础，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如何植入文化，统

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需求，

推进农、文、旅一体化发展，让其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中重现

生机和增添情趣。本文通过调研分析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茶博园、

广西六万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和南宁市武鸣区纳天山庄三个案例，

探讨如何将文化融合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中去，给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乡村振兴提供可复

制、可借鉴的模式。

一、充分挖掘茶文化主题，推进茶业休闲旅游——以广西职

业技术学院茶博园为例

（一）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茶学专业发展情况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茶学专业始建于 1977 年，当时叫广西农学

院热作分院茶学本科专业，1978 年 2 月，首批 30 名学生入学。在

1978 年 9 月，茶学本科专业继续招收 1 个班 30 名学生。77、78

两届共有本科学生 60 人。由于学院体制改革的变动，就停止了本

科专业招生。1982 年 7 月，广西农学院热作分院由普通本科院校

改制为成人高校性质的广西农垦职工大学，当年茶学专业招收 1

个班 31 名学生。从 1983 年开始到 1991 年，广西农垦职工大学与

国家农垦局教卫处联合，向长江以南的云南、安徽、海南、广东、

福建等省农垦系统招生，1983 年茶学专业招收 2 个班 54 名学生。

1992 年，广西农垦职工大学扩大招生对象，茶学专业开始向普通

高校招生。1998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广西农垦职工大学改制为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对象进一步扩大，直接招收应届高中生，

茶学专业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2002 年，面对广西茶叶生产发展

和招生形势的变化，学院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并将专业更名为茶

叶科学与艺术专业。2005 年，学院取消茶叶科学与艺术专业，分

别设置了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与茶艺 2 个专业。2016 年，学院又将

这两个专业调整设置为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和茶艺与茶叶营销专

业。

（二）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茶博园主要做法

1. 打造以茶叶种植为基础的茶旅观光休闲生态茶园

目前学院农业基地约 200 亩，茶园约 100 亩，分别在学院南

园茶园、北园茶园，“南北茶园”有长度 2 公里茶叶种植基地，

品种有 90 多种。在 2008 年，茶园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

展机遇。由当时的农业与技术工程系牵头组织建设的智能化农业

技术实训基地被批准为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项目，

一是在茶园内设置了远程教学系统，二是安装使用了质量追溯系

统，三是安装了音响系统完成，这些工作标志着观光茶园开始初

具规模。近年来，学院加大茶叶种植与加工的科技开发与技术推

广应用，选育的“桂职 1 号”茶树新品种等科技成果，共 10 次荣

获广西科技进步奖，用科技来支撑茶旅观光休闲生态茶园的发展。

2. 打造以茶叶加工为核心的茶业工业旅游

为了配合茶学专业的教学，2003 年 5 月，学院建成了一个面

积约 310 ㎡的茶厂（即绿茶生产线车间），2008 年引进了广西首

条绿茶清洁化生产线。2015-2018年，茶叶综合实训中心进行扩建，

现包括一个面积约 310 ㎡的茶厂（即红茶生产线车间）、一个面

积约 310 ㎡的手工制作茶车间（即茶叶技能比赛场馆）、一个面

积约 310 ㎡的茶叶网络营销中心等实训基地建成，这些工作标志

着观光茶厂开始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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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以茶文化为核心的茶文化旅游

2004 年在学院农科实验楼 3 楼首次开设了“周末茶吧”，这

是最早在校内对外经营的茶艺室。2006 年，“周末茶吧”转至旧

第一食堂对面的平房，并更名为“茶缘阁”。2008 年，把“茶缘

阁”搬到了农科创业园，并改名为“神农茶坊”。2014 年 3 月，

成功申报了一个“大益爱心茶室”的公益项目，由“大益爱心茶室”

代替“神农茶坊”。2014 年，茶叶综合实训中心建成，有中国茶

艺馆、茶文化展示中心、名优茶叶制作工作室、茶膳制作中心等，

开展了茶文化旅游服务。2015-2018 年，又扩建三国茶馆、茶文

化演艺厅等基地，建成了教学实训、生产加工、培训鉴定、研发

服务、国际交流、休闲观光为一体的茶叶综合实训中心。

4. 开展各种茶事活动和培训交流

茶文化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茶学专业利用自身的优势，

积极传播祖国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茶学专业的茶艺表演已经成

为了学院对外工作的一个亮点与品牌。每年不定期组织和参加采

茶节、无我茶会、茶艺大赛、手工制茶比赛、全民饮茶日、国际

茶叶博览会等各种茶事活动，参与校内外有关接待活动。同时，

依托农业—244 号职业技能鉴定站，面向社会开展“评茶员”“茶

艺师”等项目茶学职业资格考证培训；举办面向东盟的茶叶培训班，

面向国内外开展各种茶事活动和培训交流活动，提高学院影响力

和知名度。

图 1 茉莉花茶主题创新差异表演　　图 2 仿古茶艺表演

（三）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挖掘茶文化的经验启示

1. 发挥好学院优势资源作用是前提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立足茶专业的优势资源，深度挖掘茶文化

内涵，走出了一条以茶促旅、以旅兴教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020

年中国科教评价网“金苹果排行榜”首次发布了全国高职专业排

行榜，学院茶叶专业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一。

2. 坚持三产融合发展是方向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农为本，按照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总

体要求，围绕茶叶生产过程全产业链发展的需求，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发展布局，形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的发展格局。学院在茶

叶品种选育、栽培技术、茶叶加工、茶艺、茶膳、陶瓷茶具设计

与制作、茶叶包装设计、茶叶电子商务、茶文化推广、茶品牌打

响等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出茶叶种植、茶叶加工、茶艺营销“三茶”

结合，一产二产三产“三产”深度融合的“三茶三产”融合模式，

对茶叶全产业链进行打造，构建茶专业链对接茶产业链，为我国

茶叶生产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做出了贡献。

3. 坚持育人为本是根本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广西茶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黄埔

军校”，牵头成立了广西茶业职业教育集团，对接中职、高职、本科，

构建职业教育培养茶产业链人才体系，初步形成了基于职教集团

的“项目 + 人才 + 技术”跨界协同育人机制，固化了“三茶三产

融合”的产教协同育人新路径，形成了茶产业链人才“点—线—网”

的立体化培养体系，打造了全国特色涉茶专业群。

二、充分挖掘八角文化，建设森林康养基地——以广西六万

国家森林康养基地为例

八角树，主要生长于我国南亚热带湿暖山谷中。八角的经济

价值主要体现八角树全身都是宝，果实为调味香料，叶、果可蒸

芳香油，称八角茴香油，用于制造甜香酒、啤酒等食品工业，也

是制牙膏、香皂、香水、化妆品的香料。八角树的果实还可入药，

有祛风、健胃、祛痰等药用效果，八角茴香在烹饪中应用广泛。

（一）广西六万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基本情况

广西六万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地处玉林市福绵区国有六万林场

河嵩分场林区内，距玉林市 37 公里。负氧离子 9000 多个 /cm3，

春夏秋冬景观多变、色彩丰富，旅游舒适期长，具有优越的区位

优势、交通优势、生态旅游资源优势。基地总面积 6620 亩，以生

态林为主，主要树种有八角、杉木、柳杉等；地形起伏多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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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延绵，坡陡峰峻，沟谷纵横，云顶海拔高度为 980 米，最高峰

葵扇顶海拔 1113.8 米，景区植被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

和丰富的森林旅游资源，是一座原生态的“天然氧吧”；基地拥

有丰富的优质饮用天然泉水资源，“六万山泉”包装饮用水，受

广大消费者所青睐。2020 年荣获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第一批）荣

誉称号。

图 3 六万林场森林康养基地鸟瞰（杨海健 摄）

（二）广西六万国家森林康养基地主要做法

1. 依托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八角文化，建设八角文化馆

文化是休闲农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根本特色，六万大山是八角

传统原产地和主产区，八角种植面积超过6万亩，六万八角以果美、

气香、味浓享誉国内外，素有“世界八角看中国，中国八角看广西、

广西八角看六万”的说法。其有400多棵80多年生长的八角古树群，

是目前广西唯一的八角古树群，也是广西境内八角古树最多的生

长区域。广西八角文化馆于 2017 年 10 月建成，占地面积 918 平

方米，展示部分主要由领导关怀、八角概况、八角产业发展等部

分组成，主要展示八角种植、采收、加工技术和八角文化。有沙盘、

LED大屏幕、八角产品、八角及深加工产品、八角综合开发利用、

现代化莽草酸提取生产线、八角林下中草药产品等展示，为游客

普及了八角种植、采收和加工、八角文化、森林旅游等科普知识，

有利于开展八角科普教育和八角生产体验，以八角产业和文化吸

引更多游客的到来。

2. 紧扣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需要，突出森林康养主题

该基地强化规划引领，对接和依托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农业农

村发展的各项规划，结合开展美丽乡村和新农村建设、发展优势

特色八角产业、建设八角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和推进小城镇

建设等，以八角特色产业为主体、森林康养为依托、特色文化为

内涵，打造八角生产标准化、经营集约化、服务规范化、功能多

样化的休闲农业产业，实现以规划引领和推动八角休闲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该基地分为文化休闲度假区、森林康体娱乐区、登高

览胜祈福区三个功能区。目前已建成景区内八角文化馆、李宗仁

展馆、知青展馆、13公里的景区柏油路，森林康养酒店、玻璃别墅、

森林木屋等服务设施，3.3 公里环莲花山环山健康养生步道、星空

宿营地、森林音乐广场等多个景点。主要康养体验项目有森林康

养生态培育、森林浴、森林茶馆、度假疗养、瑶浴泡脚、喝康养

茶健步走、养生饮食等。每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主办的“广

西森林康养产业发展论坛”都在这里召开，向区内外林业、文化

旅游、民政、卫生健康、体育、中医药等行业领导以及专家、学者、

企业家宣传推介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

（三）广西六万国家森林康养基地挖掘八角文化的经验启示

立足八角特色资源，建设八角文化馆，拓宽了八角产业发展

空间。广西素有“世界八角之乡”的美称。该康养基地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发展理念，依托当地丰富的八角资源，

坚持科技引领，通过技术创新挖掘八角深加工潜力，实现八角产

品多元化、精深化，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围绕大健康新兴

产业发展的需要，挖掘八角文化，发展森林康养基地，为城乡居

民提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高品质休闲旅游体验

基地，培育八角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把八角资源优势打造为产

业优势，通过延长八角产业链，提升八角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八

角产业发展，促进林农增收，助力精准扶贫，为农村发展、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做出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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