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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创意休闲农业模式探究

滕友仁，王丽萍，张 磊/江苏省盐城市农业委员会

近年来，江苏省盐城市把发展创意休闲农业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积极挖掘资源优势，将文化、科

技等创意要素融入农业产业链，推动农业、旅游、文化、教育等融合发展，创成一批国家级、省级、市级牌子，带动了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一、发展模式与类型

盐城市依托特色产业，借助创意思维，积极开展创意活动、打造创意农事、塑造创意景观、开发创意产品等，创意休闲农

业景点从 2012 年的 40 多个发展到现在的 482 个，年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综合收入超 60亿元。主要形成五种发展模式与类

型：

（一）旅游观光型

以自然风貌和特色产业为依托，围绕某个特定主题，注入科技、文化、艺术、流行时尚等元素，使农业生产过程与场所、

农产品销售与消费场所、农业休闲与乡村旅游场所融为一体。现有大丰荷兰花海，盐都大纵湖，亭湖黄尖牡丹园，建湖九龙口，

射阳鹤乡菊海、河风光带，阜宁羊寨桃花园、金沙湖、马家荡等 21个景点，年综合收入达 4.5亿元。此类模式，或借助自然农

业景观，或结合历史文化资源后期打造，场景壮观、投入不菲，项目本身回报周期长，但能有效带动周边村民致富。荷兰花海

投入 28 亿元，围绕“观光旅游、婚纱摄影、健康养年”三大产业布局，打造国内种植郁金香面积最大、种类最全、形态最美、

业态最全的郁金香第一花海，2016年累计接待游客 21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1亿元，带动周边 8个村农民致富，户均

增收 6000元，所在新丰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12万元。

（二）文化传承型

结合市场需求与趋势，深度挖掘当地的农耕文化、风俗民情，寻求文化产业与农业产业的结合点，赋予农业生产过程或农

产品文化内涵，通过对农业生产过程或农产品进行展示，达到传承当地文化、民俗目的。现有东台甘港村“一馆三园”，建湖

农耕文化长廊、农具展示厅、扳罾、捕鱼民俗表演，响水云梯关等 9个景点，年综合收入达 1亿元。此类模式，侧重文化传承、

科普教育和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相对盈利能力不高，主要收入来自周边配套餐饮、住宿、农业等产业。东台甘港村史

馆收藏珍贵实物 2350件、文献资料 4450件，全面展示中国农村发展历程，开全国之先河。

（三）特色体验型

依托特色产业，开发相应的采摘果品、品尝美食、农事体验、踏春秋游等项目，通过吃农家饭、住农家房、观农家景、干

农家活、体农家乐，让消费者融入乡村生活，舒缓工作压力，寻觅淳朴乡情。现有大丰桃花洲农家大院、三元农庄，盐都杨侍

生态园、北京农庄、仰徐果蔬采摘园，亭湖张庄葡萄园，滨海随耕生态园，响水娟子采摘园等 374个景点，年综合收入达 32亿

元。此类模式，是盐城市创意休闲农业的主体，占 80%左右，投入相对较低，产业增值明显。大网现代高效农业园累计投资 2.2

亿元，建成面积 5000亩，形成时令鲜果、花卉苗木、设施蔬菜、优质稻米、规模养殖五大特色，年产值 2.2亿元，纯收益 8300

万元，年接待游客和会议参观团达 20 万人次，增加休闲采摘旅游产值近 2000万元，吸收当地劳动力 200多人，带动当地农民

人均增收 3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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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教育型

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以科普教育为目的，为游客提供了解农业历史、增长农业知识、学习农业技术的渠道。东台三仓

现代农业园区、大丰丰收大地、射阳现代农业园区等，以智能温室、连栋大棚等现代化农业设施，积极推广农业科技最新成果，

发挥园区的教育和示范功能，已逐步成为青少年科普教育和农民学习“四新”技术的示范基地。此类模式，增加投入少、见效

快、示范作用明显。东台三仓现代农业园区前期投入 2 亿多元，建设基础设施、设施大棚、展示大厅、物联网和公共服务设施

等，2014年起增加 200万元投入，用于标识标牌、旅游设施等建设，年接待各类学习团体 500多批次，2016年除农业产值 1.6

亿元外，还增加休闲观光收入 2000万元。

（五）创意加工型

以农产品或农业废弃物为原料，运用现代加工业，融合创意元素、流行时尚和文化内涵，将一般农产品提升为具有象征纪

念意义的工艺品和纪念品，让农产品摆脱泥土气，转型高大上，文化艺术价值显著提升。如大丰恒北永不分梨、种子画，射阳

秸秆画、葫芦雕刻，亭湖荷叶画，建湖羽毛画，阜宁竹编，滨海草柳编等。此类模式，注重与艺术创意的结合，产业本身成本

很小，投入产出比低。江苏桃园家饰有限公司以草、麻、苇、柳、藤、农作物秸杆为原料，开展传统手工编织文化的传承、创

意、设计、研发工作，形成草编文化工艺墙纸、窗帘、装饰工艺品等八大系列 1000多个品种，市场覆盖国内 300多个城市，境

外 55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共投入 3000万元，2016年销售收入 4503万元，带动周边农户 8000多户 1万多人从事初加工编织业

务，平均月工资 3000〜4000元。

二、发展问题与瓶颈

总体来看，虽然近年来盐城市创意休闲农业发展较快，但还存在发展层次不高、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还不够完善等问题。

（一）发展要素急需激活

盐城沿海滩涂资源丰富，海域面积广，海岸线长，是“东方湿地之都”，特色主导产业基础良好，但全市无山，最高海拔

仅 8 米，与德清裸心谷、宜兴竹海等相比，山水自然风光差距很大，深层次的吸引力还不强；交通区位也不如苏南便捷，地处

交通末梢，辐射半径小；百姓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市场需求量有限，效益回报周期较长。

（二）政策配套急需完善

在推进创意休闲农业发展上，缺乏战略规划和总体设计，还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创意休闲农业项目资金投入大、建

设难度大，但目前财政扶持资金少、融资贷款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还不够完善，特别是项目用地政策限制了管理用房、生

产附属设施及道路建设。

（三）人才支撑急需强化

当前，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在接受新观念、获取信息、提高技能、参与市场竞争等方面面临较多困难，掌握宏观经济、

产业格局、整合营销、品牌管理、文化开发的复合型人才数量较少。同时，现阶段创意休闲农业尚未形成规范化产业，既懂得

农业专业知识，又富有创新理念和商业运作的，能为产业规划、发展、建设提供智力支撑的专业团队尤其紧缺。

（四）产业层次急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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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创意休闲农业发展还是以单个休闲农业景点独自突破为主，点与点间联动不足，经营分散单一，产业层次不高，难以

形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全域发展的格局。此夕卜，经营主体品牌运作意识较为薄弱，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品牌效应难以形

成。

三、发展对策与建议

创意休闲农业以农业为基础，涉及文化、旅游、科技、教育等多领域，在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与新农村建设、产业布

局、文化传承、健康养生、示范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明晰发展路径、明确增效途径、完善保障措施，推进盐城创意休闲农业健

康持续发展。

（一）明晰四大发展路径

一是产业催生景区。围绕产区变景区、田园变花园、劳动变运动的理念，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根据地形地貌和周边生态

环境进行创意设计和农田景观建设，通过农作物的品种组合、生产周期搭配和艺术造型等方式，让农业生产“活”起来，使其

成为休闲旅游景区，主要有三个途径：依托现代农业园区，打造与其相匹配的景观设计，突出大自然的气息；依托特色产业，

突出创意和与众不同，打造特色田园乡村、农业特色小镇、主题公园、创意农园等；在种植方式上进行创意，利用光、温、声、

水等资源整合科技，改变传统种植方式，打造别具匠心的作物景观，如利用“声波助长仪”激发农产品潜在价值，让种植景观

立体化，以高科技吸引游客。

二是景点带动产业。注重以点带面，强化景点辐射引领功能。一方面，提升景点建设和管理水平，坚持标准化、规范化，

配套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农产品销售店、餐厅等硬件设施，完善提升导引标识、宣传手册、导游接待、环境卫生、产

品包装等软件服务，加强从业人员培训管理。另一方面，注重景点沿线产业发展，突破农业景点、农家乐等，包装策划农家过

年、踏青赏花、乡村美食、田园采摘等一批精品路线，激活点与点间食、住、行、娱、购等产业要素，实现点亮、线美、客欢、

民乐，带动全产业链联动发展。

三是民居变身民宿。以特色田园乡村、农业特色小镇、主题创意农园等创建为契机，将当地民俗文化、家训家教、价值取

向等集中体现在住宅设计和内饰上，适度增加一些拓展项目，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反映老百姓的生活，设计一些体验项目，让游

客体验独具特色的田园生活。同时，制定《民宿管理服务规范》，对民宿的设施要求、安全标准、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进行

引导，为游客提供无微不至的家庭服务，打造民宿真正的灵魂与生命力。

四是产品升级礼品。经过产品功能创意，赋予其文化元素或特殊含义，使普通农产品成为身价倍增的礼品。主要有二种类

型：将农广品做成艺术品，利用生物科技手段改变农产品物理功能，融入艺术元素，比如麦秸画、种子画、羽毛画、壁纸、竹

编、草编等；将农产品做成礼品，通过多种手法，做成细致精美的礼品，特定时间送给特定的消费者，让农产品具备纪念等功

能；将农产品做成功能食品，围绕“既要小康，又要健康”等理念，深度挖掘农产品的各种食疗功能，发挥养生保健作用。

（二）明确四条增效途径

一是坚持产业为基。创意休闲农业要以“农”为本，单靠‘创意、休闲”，没有‘农业”，创意休闲农业没有任何生命力。

盐城是国家级东部沿海现代农业基地、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农副产品供给基地和国家级农副产品加工和出口基地，农业本身是重

要的增收途径，不能舍本逐末。发展创意休闲农业必须以厚实的农业资源为基础。

二是坚持创意增值。从当地的传统历史、人文积淀、资源禀赋、地形地貌以及群众基础等实际出发，在创意上做文章，在

特色上下功夫。对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及特色民俗进行创意策划，组织创意农业大赛、民俗表演、花季节庆等创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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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寻找资源与体验之间的巧妙结合点，积极打造创意农事；创意设计搭配，在较大空间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美丽景观，打造创

意景观；在产品加工、品牌包装、用途转化等方式上创新，开发创意产品。

三是坚持加工增值。创意休闲农业是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的新形态，对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过程进行加工提炼，

是提高附加值的主要途径。在产前，对种植区域、种植载体、种植品种等进行加工，形成不同于传统农业生产，具有独特吸引

力的农田景观或盆景；在产中，对生产过程进行加工，适当增加一些米摘、体验、游戏等内容，提闻生产附加值；在产后，对

原始产品进行营销包装，加工成艺术品或礼品，也可将废弃物进行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四是坚持科技增值。科技是推动产业转型增值的重要手段，发展创意休闲农业要充分发挥科技研发推广的优势，为其不断

注入新鲜血液。主要有两种形式：在乡村或者近郊因地制宜、选址布局，结合农业生产，以科技园、科普基地、博物馆、展览

中心等景点形式，集中展示现代农业的前沿科学技术，发挥科普教育作用；利用现代先进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打造“垂直农场”

或者“植物工厂”，将传统农业由大田平面生产转向空中发展、工厂化生产，这是土地日趋集约下的发展方向。

（三）完善四项保障措施

一是多渠道争取投入。积极争取在政府层面上出台鼓励创意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每年明确一批重点创意项目，从长远发

展角度制定科学规划，在土地、人才、金融等方面强化扶持。金融保险机构要创新担保机制和信贷模式，扩大对创意休闲农业

经营主体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利用 PPP 模式、众筹模式等新型融资模式投资创意休闲农业。创意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要积极与摄影、体育、文化等经营主体强化合作，共同投入，提升利润空间。

二是多途径培植主体。大力培育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农”，他们对农业抱有深厚的感情，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精

耕细作的传统，是当前农业生产的基本力量，要加强对其创意理念、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使其参与到创意休闲

农业发展。努力吸引一批有乡愁、有资本、有理想的“新农”，成为农家乐、创意农业园等经营主体。着力引进一批有学历、

能创新的“知农”，为创意休闲农业注入新鲜血液。

三是多层次示范创建。以点面结合、整体推进、全域发展为模式，积极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示范创建，增强创意休闲农

业的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实施创意休闲农业百点创建活动，争创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创建一批国家、省市休闲

农业示范村（示范点），引领全市创意休闲农业发展。

四是多方位宣传推介。积极组织参加国内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博览会、展示会等宣传推介活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以长

三角城市为重点组织专场推介活动。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微信、微博等多种方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