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富实战 果园办起农家乐，园主成了“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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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 （3）

财经新闻A18

经营农家乐的赚钱效应可以从数据上看出
来，来自二七区文化旅游局的数字显示，2005
年该区文化旅游局成立时，农家乐不过三四十
家，到2008年底已增至77家，目前这一数字已
经突破100家。

农家乐开店速度如此之快，市场是否已经
饱和？

“不是饱和，而是远远不能满足郑州市民的
需求。”惠济区旅游局副局长罗荣庆说。在他看
来，相比成都、杭州、北京等地的农家乐发展情况，
郑州的农家乐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就惠
济区的现状来说，有特色的农家乐开一家火一家，
大的如四季同达，园林式农家乐，年营业额数千万
元，还有金帝庄园，正从最早的农家乐向景区进
军；小的如天河路一线和花园口村的庭院式农家
乐，以家庭为单位，日常经营都不错。

就客流来说，现在由于交通不便，普通市民
租车到农家乐消费并不现实，出游人群主要集中
在有车族，即便如此，从惠济区100多家农家乐
经营情况来看，一到节假日，客人就得排队吃饭。

“今后随着郑州市对农家乐旅游形态的重
视，一旦将文化路等几条南北路打通至黄河大
堤，并开通从市区到黄河大堤沿线的公交，市区
的普通市民将成为主体消费人群，而人流即是
钱流。”罗荣庆对农家乐的前景非常看好。

成都农家乐在2006年已叫响全国，达7895
家，其中星级农家乐453家，旅游接待收入12.6亿
元，占成都旅游收入半壁江山，一时引得全国各大
城市的旅游局前去取经。

考察过成都农家乐的郑州市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认为，郑州即便不能发展到成都那样多的
农家乐，但目前郑州6县市（区）200多家的数量
确实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这200多家农家乐
绝大多数都分布在惠济区和二七区，由于离市
区较近，客人一般不住宿，那么就少了一大块收
入。”这位负责人表示，距离市区较远的巩义、登
封等地可以发展这一块，但现在均处于起步阶
段，比如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荥阳，只有农家乐
22家，中牟只有雁鸣湖一带提供农家游，单是
数量就还不够。

在郑州办一家600平方米、19个包间的农家乐一年收回投资，接下来每年的利润都在50万元以上；一家四星
级农家院的年营业额在4000万元以上；稍有特色的农家乐开一家火一家。据悉，目前尚处于自发兴起阶段的郑
州近郊农家乐有200多家。而同为省会城市的成都农家乐早在2006年已达7895家，收入12.6亿元，占成都旅游
业的半壁江山。相比之下，郑州的农家乐还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正因为有了这一赚钱效应，最近两年，民间资
本也开始抢占这块市场，为郑州的农家乐兴起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 晚报记者 程国平 胡审兵/文 常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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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1日中午，虽是星期五，位于二七区

嵩山南路的 200 多亩梨梁寨生态观光园里，
仍有不少游客或市民前来。偌大的园区被茂
密的树丛以及各式果树掩映着。寨门后是条

“护城河”，河里一池荷花，颇有几分古时山寨
的韵味。

梨梁寨“寨主”荆福安说，这片庄园是二
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处刘寨村的地盘，上
世纪 90 年代以前，这里有村民的 30 亩枣
园，其他则是一片荒地。作为地道的刘寨
村村民，喜欢种植、养殖的荆福安在 1990
年向村子里提出进行承包，承包期为 20
年。“头 5 年承包期，每年交 350 元；随后的
5 年承包期，每年承包价钱也只有 600 元。”
荆福安回忆说。

从那以后，荆福安在这块土地上开始了他
喜欢的工作，养猪、养羊，还买了杏、桃等种子
进行育苗，将大片大片的荒地全种植上果树，
这里也成了一个果园。

1995 年以后，果树进入丰产期。荆福安
采取了新的经营方式：向游客开放果园，可来
游玩、采摘果实。同时，应游客要求提供餐
饮。1998 年，荆福安在果园里面搭起了简易

台面，空地上支口锅就开始做饭了，捞面条、大
锅菜，游客们蹲在石桌、石凳前个个吃得津津
有味。

原本，荆福安办起最初级的农家乐与郑州
其他农家乐的自发兴起并无不同，然而，荆福
安是个极具眼光的生意人，他很快意识到，如
果依托果园，将这里打造成一个比较高档的市
民周末休闲胜地，无疑会给他的果园带来更多
人气。

2005年后，荆福安先后投入三四百万元，
除改造果园外，还对园区的餐饮进行规划建
设，在高地上环线搭棚，主体建筑采用仿古风
格，设置各式风情包间、避暑纳凉长廊和休闲
意趣亭轩。客人来了可游园、采果、垂钓，吃农
家饭、观珍稀禽类。

很快，庄园农家乐的餐饮收入月月攀升，
目前日平均接待游客二三十桌，月收入在 10
万～20 万元，一下子拉高了庄园的整体收
入。“今后，梨梁寨仍主打农家游，将在园子里
建一个园林式的集婚宴、会议、培训等为一体
的基地。”荆福安认真地说，这是他结合庄园的
位置以及郑州市近郊农家乐的特点，并考察了
外地的经验后认真做下的计划。

创富实战 无污染有情趣，书生看上“朝阳产业”2
8月21日，在惠济区丰硕街与绿源路交叉

口，占地150多亩的大河风情生态园正在规划
建设中，虽然刚建起的主体餐厅在试营业，但
中午时分仍然客满。

生态园总经理徐东升在郑州一家文化事
业单位干了 30年，去年退休后，就想和朋友
们一块儿再做些自己喜欢的事。今年年
初，徐东升在报纸上看到惠济区正大力发
展特色农家游。“这项目好，无污染、有情
趣，放松、休闲，绝对是朝阳产业。”徐东升
赶紧给朋友们打电话说了他的想法，这群原
本就爱玩的朋友一拍即合：就做前景无限好
的农家乐了。

位于惠济区黄河大堤南的 150 多亩地是
朋友早两年就买好的，但这块地做成什么档次
的农家乐呢？考察完惠济区和二七区有特色
的农家乐以后，徐东升将自己的庄园定位成

“大河风情生态园”，背靠黄河，一定要有黄河
特色，客人来了不但要吃上特色农家饭，还要
在园里游一天、玩一天而不腻。

从今年3月开始，徐东升和朋友陆续投入
300 多万元建起了主体餐厅，里面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以绿色植物为墙分隔成的房间田园
韵味十足。

“建园之前，我考察了数十家农家乐，普遍
的一个问题是档次过低，如果我采取高档装
修，中低档收费，一定会引来客户。”虽然从没
有经过商，但儒雅的徐东升显得很有天赋，一
入商界即提出了差异化经营的思路。在菜品
上，徐东升要求师傅做出一部分高档酒店的
菜，要精致、要有口感，一部分要做出黄河农家
土味。“好吃不贵，一个人平均花费二三十元就
能吃到可口的饭菜。”

现在，徐东升的园区里除了餐厅成形外，
其他地方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正请专业的设
计公司进行规划，一定要突出自然味道”。

而将园区最终建成徐东升理想中的风情
公园，他还要陆续投资 2000万元左右。“我和
朋友们坚信农家乐是一个朝阳产业，投进去的
钱肯定会有回报。”

创富实战 尝到甜头，“黄河人家”要拉长产业链3
如果说徐东升一个外行人就看出了农家

乐的门道，那么花园口村已经尝到甜头的“黄
河人家”掌门人李广胜则更不会怀疑农家乐带
给他的丰厚回报。一处 600平方米的地方、19
个包间，李广胜一年就收回了 40万元的成本，
现在每年的利润超过50万元。

很显然，经营农家乐投资小，但收益丰厚，
李广胜现在又选定江山路上一处七八亩地做
农家乐，“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要对这块地进
行开发建设，投资预计超过 60 万元。”李广胜
说，作为老板，无论投资大小，利润永远是第一
位的，他的第二个店不想有什么出格的举动，
仍然老老实实地复制“黄河人家”的装修、经营
模式，“只不过装修更精致，建筑做成仿古式
的，预计一年半就能收回投资”。

上过大学的李广胜思路开阔，旅游的本质
是吃住玩、游购娱，他很快就察觉到目前农家
乐的一大缺陷在“购”上，客人来玩后，想给亲
友带回点特色产品，整个惠济区、郑州市都没
有特色产品。那么黄河滩地有特色产品可以
开发吗？怎么做才能延伸产业链条呢？

黄河鲤鱼、黄河虾吃的是新鲜，如果真空
包装延长保鲜期怎么样？李广胜购进了真空
包装机器，下一步，黄河鲤鱼、黄河虾都将成为

“黄河人家”的特色礼品。而黄河滩区营养丰
富的杂粮集装箱已被李广胜开发成礼品，他在
黄河滩地承包了 80多亩地，专门种植绿豆、高
粱、玉米、大豆等黄河滩区特色杂粮。“从前期
市场反应看，这些特色礼品很受欢迎，应该也
是一笔不错的收入。”李广胜很自信地说。

马上考察 现在干农家乐还有市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