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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着力发展创意农业

谢銎韬，蒋红国/江苏省常州市园艺技术推广站

创意农业是以创意为基础，以“生产、生活、生态”为经营理念，在生产过程中有效融入文化、艺术、技术元素，并以市

场为导向，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新型农业模式。发展创意农业，既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农业软实力、加快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创新之路。江苏省常州市休闲农业起步早、发展快、行业机制

比较成熟，为创意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和有利条件。近年来，常州市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创意农业发展，基本实现了产业

推进有班子、行业服务有组织、发展方向有规划、建设资金有扶持、宣传推介有载体的工作格局。

一、推进创意农业发展的意义

（一）有效带动农业企业和农民增收。发展创意农业能有效延长产业链，牵引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一二三产融合，

增强产业的溢出效应。金坛区传统茶叶企业利用自身茶园基地，打造茶文化主题园区，让游客亲身体验采茶、制茶、品茶，把

悠久的茶文化融入观光旅游中，既提升了茶叶销量，又增加了观光收入，一举多得。溧阳市举办的“村跑溧阳•七彩曹山”“重

走红色路•再现杨梅红”等活动，极大地带动了当地杨梅农户销售，受益达 150户，年增加经济效益 40万元。

（二）显著提升农业影响力和凝聚力。创意农业能够产生集聚效应、联动效应和形象效应，通过宣传推介，能显著提升当

地农业的影响力。常州市通过“常州农业 12316”微信服务号和“常州休闲农业”微信公众号推送各类创意活动，将创意农业做

成常州农业的新名片，提高了常州农业的知名度；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达到快速传播的效果，既显著提升了常州市农业的影响

力，又通过各项活动激发了社会凝聚力。

（三）深入传播农耕文化和生态理念。农耕文化是连接乡村传统生活与都市现代生活的纽带，创意农业则是传承农耕文化

的重要载体。通过自己动手烧一顿饭、磨一碗豆浆，参加农耕文化回味游，让游客重新举起锄头拿起耙，亲身感受农耕文化，

产生独特的农业情怀。有些创意农业为城乡居民提供了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的高品质体验，可以有效促进生

态农业的发展，如林下养殖、稻鸭共作和稻蛙共生，既能成为吸引客流的特色，又带来了效益，还宣传了生态农业，让市民感

受到生态农业美好的发展刖景。

二、推进创意农业发展的路径

（一）加强规划引领，布局定位“有条有理”。常州市对创意农业的客源市场定位、形象定位、空间布局作了深入分析，

形成以“绿色、休闲、参与、体验”为主题，以农业休闲观光资源为依托，以功能多样化、投资多元化、发展产业化为重点，

突出文化性、观赏性、趣味性和科教性，充分发挥农业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功能，形成“一心四区”的总体布局。

（二）突出政策引导，政府扶持“有典有则”。市财政每年列出专项资金，通过项目的形式扶持创意农业发展，并呈逐年

增加趋势。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市级休闲观光农业协会，协会又在全省率先创办了常州休闲农业对外宣传的网络媒体平台——江

南农游网。为适应创意农业发展需要，新建了常州市休闲农业网和常州休闲农业微信公众号。

（三）强化宣传推介，特色活动“有血有肉”。一是开展休闲农业体验惠民卡活动。通过抽奖的方式发放惠民卡，让市民

体验创意休闲农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惠民卡”活动已经发展成为普惠城乡居民的“民生卡”、普及生

态理念的“生态卡”、以小博大的“增收卡”、传承农耕文化的“传承卡”、充满温馨的“亲情卡”。二是开展农游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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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农业农事景观或农村风情风貌为主题，组织开展曹山慢城杨梅节、大石山首届花芊谷音乐鲜

花会、雪堰桃花节、金坛雀舌茶道会、花卉走进家庭等 15 个现代农业宣传与推介农游节庆类活动，其中金坛雀舌茶道会荣膺

“2016最美中国榜——首批最具影响力特色节庆”。

（四）依托大赛载体，创意农业“有声有色”。开展“常州市创意农业大赛”，通过在全社会征集活动创意、区域景观创

意、征文创意三种方式，在挖掘各地自然资源、人文历史、民俗文化和乡土特色的基础上，通过理念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

新和管理创新，挖掘一批充满艺术创造力、想象力和感染力，在社会上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创意精品，提升全市休闲农

业的文化软实力和持续吸引力，使常州休闲农业的特色更突出、内涵更丰富、产业化更高、竞争力更强、形式更新颖、市场更

欢迎、效益更明显。创意农业大赛共收到活动创意 86个，区域性景观创意 11个，创意农业体验活动征文 144篇。

三、推进创意农业发展的建议

（一）继续挖掘创意，形成规模效应。大部分农业创意来自刻意、有目标地寻求问题的解答或取悦顾客的机会，因此，开

展创意农业活动，必须不断总结顾客需求、找准目标人群、强化集成创意、确保活动成效。另外，根据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目

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引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客源地的推力、目的地的拉力和空间距离产生的旅行成本。因此，要持续开展有针

对性的推介宣传，有助于提高客源地的推力；做好创意农业活动推广，有效提高目的地的拉力；合理增加企业数量，特别是城

郊交通方便、便于消费的企业，以降低空间距离产生的旅行成本，降低旅游者的支出成本，减轻距离衰减作用。

（二）引导企业升级，形成群聚效应。创意农业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形成产业集群是其必然态势，而政府的支持和引

导是创意农业产业集群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提升和转化，常州休闲农业已进入提质重效的创意化阶段，

休闲农业市场将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因子。然而，市场的发展也将倒逼企业提档升级。企业必须将工业 4.0 的概念引

入休闲农业发展领域，注重品相、品位、品质、品牌等“四品”的发展，注重服务产品创新和服务过程创新，提升客户体验价

值，提高企业吸引力。不同形式的创意农业要选择适当的投资对象与选择投资策略，如发展农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的企业应提

高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投资，发展设施农业的企业，则应增加公共设施管理投资。

（三）努力整合资源，形成品牌效应。农业公共品牌的培育，仅依靠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从区域整体的利益出

发，整合力量，形成公共品牌构建的合力。建议政府从挖掘地方文化底蕴与自然资源禀赋、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

强化创意活动和景点包装等方面整合，以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