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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田园综合体发展策略探究 

———以江西省南昌县黄马乡凤凰沟为例 

龙春英 1，陈曦 1，陈志军 2*1 

(1． 南昌大学建筑工程学院，330031，南昌；2． 南昌大学旅游学院，330031，南昌) 

摘要: 近年来，乡村休闲旅游热潮兴起，南昌县黄马乡凤凰沟景区游客接待量显著增长。游客主要集中于凤凰沟核心景区

内，外围黄马乡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步伐与核心景区存在较大差距。从乡村振兴视角，探究凤凰沟景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以凤凰沟景区为景观吸引核，辐射带动外围黄马乡“农业+”圈层式体验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为其他地区实现乡村

振兴提出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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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1］

乡村振兴是新农村建设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深化，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田

园综合体是先行军，是乡村振兴的示范区。本文通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田园综合体发展策略探讨，以江西省南昌县黄马乡凤凰

沟田园综合体为例，探究田园综合体自身规划建设以及田园综合体的圈层式辐射带动作用，对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有益的

补充。 

1 乡村振兴再解读 

1． 1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本质 

                                                        
1
收稿日期: 2018 － 04 － 16；修订日期: 2018 － 05 － 28 

作者简介: 龙春英(1979 － )，女，副教授，博士，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景观规划设计与环境舒适

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旅游聚落的形成、演化与调控研究”(14CJY057)；2017 年度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青

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NO:201706825074)。 

* 通讯作者: 陈志军，副教授，硕士，Email:289818308@ qq． com。 



 

 2 

在实现新中国“两步走”的目标的进程中，农村是发展的薄弱环节，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

农村这一短板补齐，稳步实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基于此目标，乡村振兴即通过现代化的生产体系、生活方式、

生态保护及修复技术、文化传承机制与乡村建设和治理相融合的方式，逐步完善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

品，丰富农业产业链业态。 

从改革发展途径来看，城市资本进入农村辅助农业生产改革。随资本投入量逐渐增加，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发展受到自然

限制。突破瓶颈限制需通过资本投入替代劳动力，实现农业现代化，降低劳动力比重，实现劳动力转移，挖掘劳动力效用最大

值，将其从一产从业者向三产转换。 

1． 2 田园综合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2017 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第 13 条指出，利用“旅游+”、“生态+ ”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

业深度融合，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和产品，鼓励乡村集体经济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
［2］
。 

田园综合体是在新型休闲生态旅游风潮下应运而生的跨界、融合、创新的产物，是传统农业与现代“三生”模式相互融合

的共生体，是城市经济资本、城市生活方式、现代生产技术向农村传统农耕文化的渗透。传统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田

园综合体是实现质朴的农耕文明与农村文化与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互融合的载体，是实现城乡二元关系重塑的最优途径之

一。 

田园综合体建设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倡导低碳、生态等科学理念，通过田园综合体内部核心景区发展，辐射周围基础条件

较差，生产、生活、生态环境较落后的农村，推进周围农村农业生产现代化进程，促进广大农民群众与基层政府公共管理，实

现生产乡村善治、共同富裕。并在完善田园综合体旅游体系的过程中，为农民提供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最终形成以乡村旅游

资源与土地为基础，以乡村旅游为脉络，以特色产业和休闲居住为复合环线，以设施配套为环线节点的发展模式，将乡村打造

成以生态景观为核心的“圈层复合体”(图 1)，通过“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图 1 田园综合体资源整合结构图 

2 黄马乡田园综合体规划实例 

2． 1 田园综合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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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沟景区位于江西省南昌县黄马乡，是江西省现代生态农业生产示范区，东临江西第二大河抚河，南接沪昆高速，北靠

浙赣铁路和 316 国道、320 国道，距京九、浙赣铁路交汇点向塘火车站仅 10 km，距南昌市市中心 35 km。景区涵盖茶叶、蚕桑、

景观花卉苗木、生态果业等农业生产体系，其中，景观花卉苗木基地 333． 333 hm2，景观生态化茶园 143． 333 hm2，标准化

高产示范蚕桑园 6． 667 hm2，农业体验式果园 43． 333 hm2，水体 66． 667 hm2［3］，集农业观光、生态休闲、乡村体验、

科普于一体，山清水秀，环境幽静。 

2． 2 优势 

2． 2． 1 区位凤凰沟田园综合体位于南昌大都市圈内，客源主要涵盖赣中、赣北地区，核心城市包括南昌市、九江市、

抚州市、鹰潭市、上饶市等基础市场，并通过沪昆高速串联各客源节点实现协同发展，且温厚高速(沪昆高速江西中段) 在此增

设出入口，可加强田园综合体对外联系。依据现有交通区位优势，未来规划在温厚高速出口建设黄马乡游客集散中心，从起点

引导管理客流，完善产业链条。 

2． 2． 2 资源乡村土地和乡村旅游资源是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基础，黄马乡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与生态资源。各发展圈层

内均拥有大面积现代化茶叶种植、高产示范蚕桑养殖等具有地域性的特色农业，景观吸引核内拥有大规模花卉苗木、水际风光

等优势生态资源，虚云禅寺、龙泉寺、鹤林寺等禅宗文化资源零星分布于外圈层(图 2)。 

 

图 2 凤凰沟田园综合体资源现状 

2． 3 瓶颈 

2． 3． 1 游客聚峰出游，景区负荷过大凤凰沟景区旅游产品开发以花卉类观赏最为出名，其中樱花观赏为最盛，3 月樱

花观赏时段部分景点人流拥挤，严重影响游客体验。旅游业态发展不充分、景区面积限制、配套设施体系欠缺等问题导致景区

内高峰时段人口密度过大，影响游客旅游体验舒适度，严重局限田园综合体游客吸引力的进一步扩散。 

2． 3． 2 凤凰沟景区服务设施支撑不足，游客游览感受欠佳随着近年来乡村休闲旅游持续升温，游客络绎不绝，2017 年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凤凰沟景区接待游客超过 3 万人，在 3 月景区樱花季开幕 1 周时间内，景区接待游客超 10 万。由于景区

建设之初规划设计局限，凤凰沟田园综合体内的基础设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高峰时段园内餐饮住宿供不应求，园

区内仅凤凰度假村及白浪湖度假村两处为游客提供食宿，餐饮店数量和质量远低于游客需求及预期，游客游览感受欠佳。 

2． 3． 3 农业资源开发落后，景区核心凝聚力不足凤凰沟核心景区外围农业缺乏统一组织，大部分农田采用分散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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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模式，产业联动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低，集群效应弱，且集镇区域范围内仅致力于景区自身建设发展，对集

镇整体环境及形象提升缺乏规划管理，景区核心辐射作用暂未显现。以周围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景

区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显著差距，农村生活环境脏乱落后，未能给景区发展提供良好支柱以缓解高峰时段景区负荷压力，景

区与村庄依托共生关系亟待提升。 

2． 4 管理更新 

2． 4． 1 载体创新，发挥景观旅游带动机制城乡互动是解决两者间文化差异的有效途径，关于城乡互动，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在空间上把城市人和乡村人聚合，并使两者在行为上相互交织，通过文化弥合实现人的城市化
［4］

。上述功能的体现主要集

中在田园综合体的景观吸引核内，通过对地形丰富变化、景观资质良好的区域的深度打造，塑造农业观光区、湿地风光区、水

际风光区等片区的核心吸引力，并深度挖掘当地独具地域性的风土民情、乡规民约、民俗演绎等文化特色，开拓乡村文化风韵。

通过景区外各部圈层开发建设，将核心景区客流引导至外部圈层，实现客流在核心景区内的错峰游览，解决凤凰沟景区目前内

部超负荷的困境。通过田园综合体内部功能驱动，将乡村转化为兼具生产功能、消费功能、服务功能的综合载体。 

2． 4． 2 机制创新，农民职业类型就地转化，农民参与管理实现治理有效农业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本质，农业生产

效率提高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替代劳动力之后，通过市场化多元补偿机制，对为生态保护以

及田园综合体整体发展牺牲了利益的地区及农民进行补偿，依托当地田园综合体乡村以旅游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发展，实现农

民职业类型就地转换，将其从农业生产劳动从业者向旅游产业管理者转换，参与景区经营管理，成为景区导游，在解决农业现

代化后的农业就业人口剩余问题的同时，完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 

在农民提供劳动上岗劳动机会的基础上，乡镇政府及田园综合体管理部门还可给予村民部分经营权，让村民成为田园综合

体的拥有者，深化农民对新环境的归属感，实现村民在退出农业生产经营后，仍能够保证原有收入并实现收入逐年稳步提高。

以公众利益参与为手段，完善政府主导、市场投入、农民参与融合的发展模式，通过利益驱动村民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吸引外

出务工人口回流。 

2． 4． 3 更新农业经营模式，营造独特性，发展效益农业更新田园综合体乡村产业经营模式，以企业承接农业、农业示

范园等方式改善农业结构，引入电商经济，借助农村现有益农信息社、电商服务站等设施基础，推进“农旅游”的深度融合，

打造体验式循环农业旅游、科技创意农业生产及网络渠道生态农业产品销售等现代农业模式融合的发展渠道，形成具有影响力

的基础性产业，并以旅游业为驱动性产业，创造城市人的乡村消费，弥合城乡之间的差距。 

田园综合体内应在土地集中管理的基础上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形态，有效组织存量土地利用，地尽其力，杜绝土地撂荒，深

度挖掘土地价值。引入经营资本，进行品种、技术、营销指导，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普及凤凰沟景区科研基地的科学生态生产

模式，以统一品牌的形式建立家庭农场，培育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在当地选择适宜发展的茶叶等优势农业品种，借助凤凰沟生

态观光茶园的科学生产技术，通过集中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推进产业生态循环发展，实现有机化、品质化、高端化农业发

展，充分解决新时代社会主义矛盾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农业拥有竞争力，

以质兴农，提高生产效益，推动黄马乡具有辨识度的集镇名片的打造。 

小农农业生产模式未必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集镇内特色农业的发展应采用多种农业经营模式互补的融合发展体系，并非

所有农业产品生产均采用统一经营的模式，部分适宜小农经营的品种，例如花卉、蚕桑等仍保留现有生产模式。以凤凰沟景区

内科研基地优势为依托，大力发展农业服务系统，引入管理指导机制的发展路径，实现小农与户与市场的有机对接。 

城市人群吸引力分析是业态创新的推动力，应以此为基础促进田园综合体内多元化业态的增加，依托凤凰沟丰富的农业资

源基础，创新适合非农业人口体验的农业模式，扩宽产业厚度，适应不同人群的旅游需求，缓解核心景区客流高峰时段超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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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同时，推动产品生产与体验式农业相互融合形成链式效应。在凤凰沟中心景区一碧万顷种植区域内，催生茶叶采摘等新

型体验型农业模式，唤醒城市人口对我国古老传统农耕文化的记忆，将农业体验有效转化为具有效益的农业产品，延长产业链

条，在产业链条内，因地制宜，结合村落现有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禀赋有机融合发展，实现留住乡愁、生态修复、农业现代化、

村民增收的最终目标(图 3)。 

 

图 3 产业经营管理策略 

2． 5 空间更新 

2． 5． 1 完善全域化区域功能布局南北向蓝园大道将规划区范围分为东西两部分，规划在温厚高速出口，蓝园大道东侧

新建旅游集散中心，承担黄马乡全乡旅游集散功能，完善黄马乡全域旅游发展节点布局( 图 4)。中部凤凰沟景区本身为 4A 景

区，景区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但对于景区自身及周边的资源开发利用不够，未来将以提升凤凰沟景区向 5A 级景区发展为目标，

对景区西南侧现代农业地块以及北侧曙光村地块进行深度设计，以蓝园大道为发展主轴，扩大景区规模，提升景区品质，并依

托蓝园大道东侧居住区、公共设施、商业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区域文化、教育、卫生、福利和体育等设施体系建设(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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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田园综合总平面图 

 

图 5 田园综合体发展结构图 

合理化功能布局，深度挖掘资源潜在价值。在核心景区辐射半径固定的前提下，增加辐射圈功能类型，完善区域功能体系，

组织引导周围村庄现代化建设，织补区域基础设施体系，形成以休闲景观吸引核为核心，农业生产区、居住发展带、社区配套

网三大模块为辅助的四大功能融合体系(图 6)，加快推进“农业+”体验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发展，打造生态园艺观赏、农耕文

化体验、农业产品销售三者融合的发展网络。以黄马乡曙光村为乡村更新示范点，将黄马乡建设成为以凤凰沟景区为依托，以

田园农业为背景的旅游集镇。 

2． 5． 2 景区发展: 整治存量，引导增量发展加强景区内资源管理，通过基础设施规划统筹，解决环境脏乱、配套设施

落后等问题，使景区内资源效用最大化。在景观吸引核及休闲聚集区复合片区内，梳理现有优势资源，规划形成凤凰沟 6 km2 景

区 10 景(图 7)，梳理碧海风车、曲径樱艳、四季花展、含香阁、凝霞秋色、静水知秋、鱼跃莺飞、一碧万顷、沁芳园、霜红园

存量景点，强化景区观赏路径沿线设施建设，引导游客深入特色生态空间，享受生态文明，并将游客游览流线向外围有序延伸，

以枝状形态连接内外环线，在完善存量景点、引导景点增量发展的同时，实现二者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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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田园综合体功能布局图 

 

图 7 核心景区 10 景分布 

2． 5． 3 更新生活空间，建设田园社区对北部曙光村进行深度设计，融合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的理念，修缮历史文化建

筑，开办文化学堂，弘扬曙光村文化传统；加快推进北部曙光村房屋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并将该村纳入核心景区辐射圈层，

利用村民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民宿，辅助解决核心景区基础设施支撑不足的问题，在满足旅游旺季田园综合体内基础设施补给的

同时推动村民增收。镇政府、村委会、景区管委会可通过开办农民夜校的模式，教授农民农家乐及民宿经营之道，使村民住房

内部生活设施改造与现代化城市形态接轨，实现乡风文明。 

在蓝园大道东侧建设以居住区、公共设施、商业设施等配套设施围住体的田园社区，织补田园综合体内基础设施网络。社

区以山水田园养生、医疗护理、凤凰沟传统艺术、农耕手工为主题，以特色文化艺术为依托，重塑邻里关系，在田园综合体内

实现城市形态基础设施与乡村形态文化生活聚落有机结合。 

2． 5． 4 在交通的全域化支撑下，创立经济主体及主体带动机制，发挥圈层效益在核心圈层及第 2 圈层对农业生态等发

展基础资源本底的利用基础上，挖掘地域独有的产业符号以及地域人文精髓。深度挖掘黄马乡浓厚禅宗文化渊源，构建由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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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过渡至人文旅游的第 3 圈层旅游路线，完善由白虎岭茶厂延伸至虚云禅寺、龙泉寺、鹤林寺等历史人文景观的沿线道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蓝园大道主要纵向轴线的串联，形成复合业态旅游环线，联动发展。 

2． 5． 5 “农业+ 生态”模式: 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生态宜居，永续发展规划遵循生态导向、绿色导向、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原则，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的意识，反对过度城市化、过度园林化、过度硬质化发展模式，保留黄马乡农耕文化

特色，将生态建设融入四大片区、三大圈层，形成优良的生态环境为代表的黄马乡发展名片，吸引城市游客进入农村感受其生

态优势，将生态宜居的环境变成生态产品，杜绝资源消耗型产业发展模式，建设生态宜居的农村环境，实现永续发展。 

3 结束语 

田园综合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载体，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农村生活方式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本质。凤凰沟田园综合体通

过载体创新、机制创新，在政府主导、市场投入、村民参与的融合发展模式下，通过多区块分布、多圈层串联的空间布局规划，

充分发挥中心景观吸引核的核心增长极作用，联动发展。综上，不同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模式探究应深度发掘地域性资源，在本

文管理策略的基础上，结合区域条件与特色，发挥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核心节点作用，实现全域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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