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农旅融合黄金“试验田”

——记宁波“城市田园·欢乐乡村”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

陈越

政府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实现资源的跨界整合，挖掘整合农

业、文化、生态等相关资源，创新农旅融合产品形式，拓展农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作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农旅融合是农业农村发展大势所趋，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途径。如何实现更深层次、更具创新意义的农旅融合？宁波“城市田园·欢乐乡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的实践或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

郊区不只是城乡结合部，也是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黄金“试验田”。在政府“搭台”、企业“唱

戏”、村民参与的模式下，宁波“城市田园·欢乐乡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核心区加快农业结构调

整，将产业链到延伸到旅游、餐饮等服务领域，突出农耕体验，传播农俗文化，成功打造了“达人村”这

一响亮品牌。在“达人村”的实践下，农村已不仅仅是农村人的美丽家园，更是城市居民心怡神往的“世

外桃源”。

政企合作，共闯转型升级之“关”

作为宁波“城市田园·欢乐乡村”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核心区，“达人村”既是示范园的

首善之区，也是能够一窥示范区发展全貌的有效样本。

步入“达人村”，整洁的石板小路两旁，伫立着修缮一新的古色建筑，售卖着具有宁波特色的小吃，

叫卖声不绝于耳，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品尝。

达人旅业总经理童伟标告诉记者“，你也许想象不到，三年前这里曾经是宁波城区最大的蔬菜种植基

地，提起甬江北郊，大部分宁波人的印象无外乎‘脏、乱、差’三个字。为了解决环境污染、违章建筑、

安全隐患等问题，2016 年，宁波甬江街道对北郊片区的 2500 亩土地进行集中流转。”经过科学定位与规

划，甬江街道积极联系相关企业商谈，最终与达人旅业达成合作意向，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每年参与分红，

对原有的近 20 幢老屋，由企业统一租用并支付略高于市场价的租金，让村民不失地、不失收，达到集体、

个人和企业的多方共赢。



起初，招引商家入驻“达人村”陷入困境。童伟标称“，由于农业旅游在当地来说是一个比较新鲜的

事物‘，达人村’项目又刚建起来，没有人知道它的前景如何，大部分人都比较谨慎，持观望态度。为了

打消大家的顾虑，我们从本地村民入手，挨家挨户地走访。我们给他们算了笔账，比如同一间店铺在外面

的商场里每平米的月租金可能达到十几二十元钱，我们这里只需 3 块钱，而且试运营期间免收租金。不仅

在租金上予以优惠，我们还保证示范园的客流量，这让老百姓心里有了底气，愿意来‘达人村’开店营生。”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成为“达人村”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助推器。示范园按照“街道服务+

主体经营”的运营模式开展园区运营工作。示范园核心区由达人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公司同街道农村工作

服务中心保持紧密沟通，协调园区建设。

“正是得益于政府和企业的齐心协力，‘达人村’才能够无中生有，落地生根。目前‘，达人村’总

用地面积 600多亩，总投资约 2亿元”，童伟标总结。

经过三年的努力，原先令人绕道而行的“菜园子”华丽变身为人们欣然往之的“大公园”。

农旅融合，叩开乡村振兴之“门”

顺应江北区全域乡村旅游发展的大环境，依托良好的区位条件，“达人村”成为一产与三产融合发展

的开先河者，成为江北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探路先锋。

童伟标说“，农旅融合不是简单地给两者做加法，而是要通过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发挥农业的生产、

生态、生活功能，在保留和提升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将产业链延伸到旅游、餐饮等服务领域，将农区变景

区，将农活变休闲体验。”

那么“，达人村”又是怎样将农业与旅游业有机地融为一体的呢？童伟标透露，一方面，整治环境，

打造观光美景。开展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田美化彩画等工作，让农田成为美景，拓

展了农业的休闲观光功能。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对乡村道路、人居环境等进行了大幅度整治改造提升。

另一方面，全力开发项目，打响农旅品牌。“达人村”通过引入外部资金开发农旅结合项目，将农产品销

售、乡村美食、民俗演艺、农耕体验、亲子娱乐、亲子拓展、田园观光、乡村酒吧、露天影院等功能有机

串联起来，打造具有宁波特色的城市花园。

让人们在休闲度假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民俗文化，是“达人村”农旅结合项目的一大特色。走进宁波农

耕文化馆，恰好碰到了一群前来春游的小学生，跟随着讲解员的介绍，他们兴致勃勃地学习农业知识、认

识农耕用具、感受劳动人民的智慧。据悉，“达人村”二期将打造宁波农俗风情文化园，展现宁波 60、70、

80年代的乡村生活场景，并设置宁波名人馆、农耕文化馆、非遗手作馆、农俗体验主题屋，园内还有古戏

台，财神庙等，演绎宁波乡村的生活艺术和民俗活动。

童伟标介绍“，如今‘，达人村’已经成为宁波乃至周边地区居民休闲度假旅游的好去处，满足游客

体验农业、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再过不久，我们的‘田园学堂’即将开课，农业研学活动将在这里进行。”

据统计，“达人村”自 2018年 9月底试营业以来，游客量已突破 40万人次，经营收入达到 2000万元

以上。其中，大年初二当天就突破了 3万人次。

通过一年多的创建工作，示范园农旅融合产业链日益完善、都市休闲功能不断拓展、业态布局更加丰



富。农旅深度融合，有效扭转了农业效益洼地的局面，改变了园区内空心村、萧条村的旧面貌，率先叩开

了乡村振兴的大门。

拓宽渠道，谋定村民富裕之“路”

努力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起来。农民的腰包有没有鼓起来，是检验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据童伟标分析，“示范园原有的年轻农民已主要在附近工厂和城区从事二三产业。但原从事农业的留

守中老年农民，技能不强、转业困难、收入较低。园区的建设既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财产性收入，还从多

方面拓展就业渠道，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

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农户财产性收入得到了大幅增加。“农田整村流转后，农户得到的土地流转费用从

原 300元/亩提升到 1000元/亩，闲置农房租赁价格增加了约 2倍。同一块土地、同一间民房，就能释放出

比以往高数倍的经济效益，有这样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摆在面前，村民何乐而不为？”童伟标露出欣慰的

笑容。

与此同时，“达人村”的投入运营拓宽了农民就业渠道。园区提供了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绿化保洁、

安保服务等岗位，这些岗位对技能要求较低，适合转业困难的农民就业。目前，园区已经招聘农民 40人，

增加工资性收入 200万元以上。

此外，园区还提供了优惠条件，为创业能力强的农民提供开设店铺、摊位的场所。畈里塘村村民林东

是第一批来这里创业的当地居民。2018年，他带着一家四口回到修缮一新的村庄，开了一家奶茶店。回忆

这个决定，林东坦言，“当初也有过犹豫，毕竟加盟费加上装修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街道和达人

旅业多次上门做我的思想工作，跟我说可以免交房租，可以保证客流，那我想不妨一试。现在，奶茶店每

天的营业额大概有 1000元左右，前期投入的费用仅仅用了两个月就全部收回来了。现在的收入够我们一家

大小的开支，可以说超乎了我们原先的预期。”据统计，像林东这样的创业农户共有 60名左右。

园区还通过代销农户农产品，稳定其农业生产收入。通过与村集体签署协议，农民以土地和基础设施

入股，参与企业分红。夏家村村民陈惠良原先在家务农，种有 900多颗梨树，每年靠农房租赁可收益 2万

元左右，贩卖梨子收益将近 3万元，相较于外出务工人员而言这样的收入着实不高。示范区建成后，他却

在这“一亩三分地”里将自己的收入翻了一番。陈惠良喜滋滋地告诉记者，“我的梨树全被‘达人村’租

赁了，他们不仅把梨园都打造成可供游客参观的景观，还聘请我做种植技术员。现在，我每年可以收到 5

万元的租金。在这里，一年内还能养 800多只土鸡，卖出的钱和公司对半分，也能赚到不少钱。”

童伟标表示，远期，随着示范园不断发展，可以带动更多农民利用自住房屋开展民宿经营、农家乐餐

饮等，将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

宁波“城市田园·欢乐乡村”示范园的经验充分说明，政府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可以

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实现资源的跨界整合，挖掘整合农业、文化、生态等相关资源，创新农旅融合产品形

式，拓展农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农民作为农旅融合的主体，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绝对主角和直接

受益者，应通过宣传引导，吸引农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规划建设中来，推动农村产业兴旺，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