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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迎来好时机
发展过程出现七软肋

目前，全国各地休闲农业蓬勃发展呈现出产业

规模日渐扩大，发展内涵不断提升，综合效益同步

提高的好局面。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休闲农业

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是农家乐型，以农户为单位，

农家饭、农家生活为吸引物。第二是民俗村型，以

传统自然村为单位，是目前建设新农村和弘扬民族

文化的重要平台。第三是农业园型，以优质农产品

为吸引物。第四是休闲农庄型，以乡村宾馆服务场

所为单位，以农村风情及现代化食宿服务为基础。

但是，我国的休闲农业在经营过程中，也出现了“七

大软肋”。

现代社会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

要求越来越高，有机食品行业被誉为

“朝阳产业”，而“有心人”则把有机蔬

菜种植与都市体验休闲结合起来开发

新模式农场，“禾湾”都市体验式休闲

农场择机而生。

现在正值春夏之交，如果恰逢周

末或节假日来到禾湾，一片繁忙火热

的景象十足像个景区，特色有机餐饮、

农场农耕体验、休闲观光度假、企业团

建活动，一派欣欣向荣之势。

休闲体验模式成亮点

禾湾农场的创始人王琳——荣智

达北京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与《中国企业报》记者面对面时，看

他皮肤被晒得黝黑，但难掩一张英俊

的面孔，他练过芭蕾舞、学过美声、吹

过萨克斯，还是国内最早一批签约韩

国唱片公司的歌手……这可能是国内

农场主中最帅气的一个。

早年从事歌唱事业的同时，王琳

就成立了文化公司，保持着每年投资

五部儿童舞台剧的水准。而今，王琳

更看重的还是他位于北京海淀区温泉

镇的禾湾农场，它被誉为“离北京市民

餐桌最近的有机农场”。

禾湾充分展现出了当今互联网思

维下的创新经营模式，虽然农场才“诞

生”一年，但已在有机农场的基础上，

添加了多元化的服务选择，如休闲观

光、科普教育、亲子游乐、社区自动生

鲜售卖机，并成为众多知名企业团队

建设活动的基地。

亲子游乐和科普教育也是禾湾的

特色之一，为了来这里的孩子们有更

好的体验，园区甚至还开辟了小型动

物园。农场还专门拿出一个大棚给孩

子们普及教授农业知识，让孩子们在

地里摘摘菜，了解一下土地和植物的

各种知识，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责

任感和爱心。

王琳举例说，曾经一所学校的学

生与家长来到禾湾农场旅游体验生态

蔬菜培植，当王琳在闷热的大棚中告

诉孩子们，一颗小小的幼苗需要精心

呵护才能长成蔬菜，餐桌上每片菜叶

的背后都是菜农辛苦所换，教育孩子

们要懂得节约粮食……当天中午，孩

子们的饭碗吃得干干净净，没有丝毫

浪费。同时，王琳又将孩子们比喻成

幼苗，让他们懂得父母养育他们的艰

辛和不易，活动结束后孩子们情不自

禁地拥抱父母表达谢意，场景令人动

容，这也更加坚定了禾湾的经营理念。

“自然耕休法”种菜

选择农场种植，就是选择了持续

投入、回报周期长。

王琳感叹道，作为荣智达北京农

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最初每

月20万元的净投入，九成亲朋的反对

声也让他犹豫过，但原本计划连续五

年的投入，在两年后就产生了经济效

益，他知道，人们渴望真正的生态蔬

菜，人们渴望健康，他选对了路。

王琳认为，有机蔬菜的种植讲究

的是安全、自然的生产方式，而禾湾采

用的“自然耕休法”可以很好地促进生

态平衡，种出的有机蔬菜无化学残留，

口感佳，比普通蔬菜更具营养，王琳为

此还考取了营养师的职级。

农副产品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

菜篮子工程更是百姓关注的热点。王

琳强调，禾湾农场的生态蔬菜尽管成

本高，因使用“自然耕休法”，也不使用

任何农药和激素，单驱虫一项流程就

使用辣椒水混合大蒜水喷洒菜叶+黏

虫纸+人工摘虫，全天然无化学使用。

有机蔬菜的种植技术很特殊，为

使有机蔬菜实现无污染，是不使用普

通土壤的，因为普通土壤里含有重金

属和化肥农药的残留物质。王琳介绍

说，他选择温泉镇的这块土地，就是因

为没有被污染，俗称“生地”。

有机蔬菜也叫生态蔬菜，从基地

到生产，从加工到上市，都有非常严格

的要求。有机蔬菜的生产要严格按照

有机生产规程，采取一系列可持续发

展的农业技术，协调种植平衡，维持农

业生态系统持续稳定而生产的蔬菜。

王琳告诉记者，通常大家认为“无

公害蔬菜”是安全的，而实际是我们吃

的豆角要使用11种农药，茄子要使用

4种农药。

曾被王琳高薪聘请的农艺师因使

用农药被辞退；克服蔬菜虫害经历了

无数次的实验；用最贵的鸡粪，使成本

增加，并且结合农场自己做的酵素来

增加土壤营养；蔬菜配送选择了业界

最好的全程冷链的物流公司……种种

艰难的历程，王琳慢慢实现了自己的

理想，把真正的生态蔬菜通过会员配

送的方式送进了千家万户。

但禾湾绝不追求高利润，价格比

绝大多数同行低三分之一。因为“让

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吃上安全放心的

有机蔬菜”是禾湾坚定的企业信念。

“一米菜园”新玩法

禾湾农场针对三口之家、四口之

家、五口之家等不同的蔬菜消耗量，以

不同的价格和数量，将新鲜有机蔬菜

配送进会员家里，同时，农场也在积极

推广新研发的“一米菜园”。

“一米菜园”，即在家庭或办公空

间用一平方米的小面积来培植生态蔬

菜，可利用办公室的空地、家庭的阳台

或花园等，由禾湾农场技术人员提供

指导。这种网格状的小菜园，可以不

断更换蔬菜品种。

王琳介绍，自吃自种的小菜园在

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已经非常普遍。产品除适合家庭使

用外，还适合于酒店、休闲会所、写字

楼、办公室等一些高档场所的装饰和

环境的美化。在讲求“亲近自然，绿色

生活”的潮流下，菜园进家的革命已经

到来，“一米菜园”将成为一种崭新的

消费时尚。

“一米菜园”不使用农药和化肥，

而是采用自己平时生活中常用到的淘

米水、果皮、厨房残杂等材料沤制成蔬

菜所需的有机肥料，可随时采摘，随时

食用，所含营养成分更高。

家庭种植瓜果蔬菜好处很多，不

仅仅是对生活高境界的一种追求，也

是一门全新的生活艺术，更是一种时

尚高品位的生活方式，是一项利国利

民低碳环保的城市朝阳产业。王琳坚

信，禾湾农场都市体验式休闲农场的

市场推广空间很大，而复制难度不大，

今后禾湾农场将积极致力于这种新型

农场的推广。

身为国家二级歌唱演员的王琳，

机缘巧合地走上了一条建设和管理都

市体验式休闲农场之路，他说，为了让

自己的孩子以及更多善良的人们吃上

放心菜，他和太太毅然选择了一条与

舞台和艺术毫无关系的、可以复制的、

能够利于更多人的善业之道。

日前，“菩提之路第九站——文

化产业金融化运作模式”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作为主办单

位的大自在集团公司通过创新“文化

产业+互联网+金融”的运作模式，整

合了政策资源、金融资源和产业资

源，将文化资源转化为资产，再将之

证券化，完美实现文化产业金融化的

运营模式。

发布会上，中储资产管理公司执

行董事邓江兰就国内文交所的运营

模式进行了讲解。他提出，中国传统

文化寻找本源的时候到了，应该把以

往虚的事情做到实处，要把附加在传

统文化上的商品提炼出来。他从投

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的金融化，无

论对企业今后的融资或战略性整合，

甚至计划上市，都将获得巨大收益。

艺术品鉴藏专家李肖兵对艺术

品创新运营模式做了详尽分析。他

认为，文化产业金融化运作模式在发

展过程中，应该不断构建与完善价值

体系，要建立艺术品交易中的互信关

系，引入司法程序、打造相关服务链

等。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有

数不清的卓越艺术家及作品，但目前

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有知名度和影响

力的艺术家及作品仍然甚少，这与我

国长久以来在艺术品交易领域的落

后以及交易制度的不合理有着很大

关系。因此，与会者认为，文化产业

金融化运作模式，通过构建和完善艺

术品金融服务机制，促进对外输出功

能，着力打造文化艺术品形象的世界

竞争力，将真正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

优秀文化艺术作品推向世界、影响世

界，将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能量源

泉。

大自在集团董事长马海滨介绍

说，大自在集团公司是集中国传统

文化与发展，文化旅游地产开发与

保护、中医药产业发展与健康产业

管理，资产管理与金融为一体的综

合性集团公司。集团主要业务有

“菩提之路”系列文化活动、文化产

业金融化运营、中医药健康养生等

几大板块。

马海滨表示，大自在集团拟资助

建设 108 所孤儿院、资助 108 所养老

院、资助保护修复108所古寺院，通过

不断优化整合各类文化资源，在认真

完成各项目建设的同时，创新适合中

国特色的文化产业运营模式。

日前，由中关村智慧旅游创新协

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旅游创业创新

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国内旅游行业

的专家、学者及知名企业家参会，参

与嘉宾有：穷游网联合创始人周彤、

稻草人旅行网创始人左慧敏、九十度

创始人高弘、满洲里市旅游局副局长

刘涛等。

据了解，周彤是穷游网联合创始

人，现任穷游网副总裁，也是穷游网

的第 1000 个用户。更是穷游网另一

个创始人肖异的神交之友。2008年，

两人一拍即合，当时，穷游天下除肖

异与周彤以外仅有两名员工，短短一

年就盈利 70 万元。这不仅解决了网

站的生存问题，肖异与周彤为国人带

来“高质量、高性价比的海外游”的定

位也得到了认可。这恰恰也就是穷

游网的商业模式，用海量信息吸引客

户群体，整个信息流如此形成了一个

闭环，网站得以发展壮大。

左慧敏是稻草人旅行创始人，同

时还在稻草人开设了“小付小左旅

行”专栏，目的是将他们的旅行故事

与大家分享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旅

行，去探索这个世界，从而更好地了

解自己！左慧敏说，稻草人名义上是

那些田地里的假人，然而每天都有无

数的人从它们身边走过，人们谈论着

世界，谈论着路上的事情。稻草人旅

行，就是激活了稻草人，在旅行中它

了解世界，了解真实的自己。

中关村智慧旅游创新协会会长张

得欣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

一路”战略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都为中

国旅游产业创业创新带来新机遇，中

国旅游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大时代，

O2O已经从高大上的假大空口号逐步

下沉落实，而原来叫嚣要颠覆传统旅

游业的在线旅游企业，也开始意识到

线上和线下其实是合作伙伴关系，是

相互融合关系。

对于新的机会，张得欣分析认为：

一是避开巨头擅长的领域；二是从细

分市场切入；三是引导和发现新的社

会需求。目前看，第一是区域性或地

域性，针对某一特定区域，才能在有限

的条件下倾尽全力，凿穿市场。第二

是主题性，这来源于个性化的游客需

求，根据主题旅游来入手发展。第三

是目标人群，针对不同人群的属性，提

供与之相匹配的产品和服务。

“自在”探寻文化产业
金融化运作之路

中国旅游创业创新机会
在于新老融合

董秋彤 本报记者 鲁扬

大型扶贫创业助残公益活动在京举行

以“同在蓝天下，共创新未来”为主题的大型扶贫创业

助残公益活动，于2016年母亲节当天在北京举行，此次活

动致力于为残疾人创业、就业提供精准帮扶，让更多残疾人

实现脱贫自立、发家致富。活动由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

会、中国青年创业助残专项基金主办，世界华商促进协会、

北京学生骄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北京鸟窝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中国青年创业助残专项基金当天

也正式启动，并开始面向社会招募理事会成员。（鲁守医）

第四届中国名家赏石精品展开幕

第四届中国名家赏石精品展暨赏石艺术博览会近日在

京开幕。会议由中国观赏石协会指导，国石（北京）网络公

司主办，北京国粹苑赏石文化产业联盟承办，联合了业内研

究机构、文化团体、商业部门、投资公司，以“弘扬赏石艺术，

打造高端平台，发掘石界精品，引领产业发展”为主题，共同

推广“赏石艺术”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本届展会送展观赏石360余方、展销位200余个，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藏家、石商参展。展销会石种品类齐全，

名石荟萃，精品展更有名家、名馆携顶级观赏石精品亮相，

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到赏石艺术的独特魅力。

据中国观赏石协会副秘书长、国石网总经理杨汇群介

绍，本届博览会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比以往有较大提升，

更进一步突出了文化元素和市场元素。在《观赏石鉴评》国

家标准正式颁布后，主办方以此为标准制定了评选机制、鉴

评机制及价格机制，推出了估值、评奖、收购环节等独具特

色的商业运营模式，并联合了众多观赏石投资企业筹措重

金，对精品展获奖部分展品进行收储，推动了观赏石文化事

业向“互联网+”的新业态发展。 （万丹柯）

资讯

“禾湾”打造都市体验式休闲农场
本报记者 鲁扬

软肋一

同质同构现象明显，导致游客引不进、留不住、难再

来，造成原因是一些地方发展模式和服务功能单一，经

营形式简单雷同，活动缺乏创意，项目缺乏特色。

软肋二

一些从业人员总体素质较低，缺乏专门经营管理团

队和具有专业知识的经营人才，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软肋三

有些地方经营主体行为不够规范，少数工商资本进

入休闲农业领域后，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忽略了农业这

一基础和元素，忽视了农民这一主体，项目农“味”不足，

个别项目还存在老板“圈地”建房、侵害农民利益问题。

软肋四

众多农户投身休闲农业后，布局分散零碎，污水排放、

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跟进不够，导致生态环境保护不力。

软肋五

许多地方引导扶持政策体系不完善，还没有针对休

闲农业的专门性扶持政策，交通、环保、财政等部门支持

明显滞后。

软肋六

一些地方规划布局不尽科学合理，与国家总体规划

衔接不够，省级以下的地方规划仍总体滞后，难以对行

业形成指向明确、稳定有力的引导作用。

软肋七

有的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

现象。

改进建议

当前各地休闲农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蕴含着

巨大潜力。一方面，是这些潜力发展氛围浓厚；另一方

面，是发展需求强劲。我们有城镇人口7.3亿，城市化率

达到53.73，人均收入超过4万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接近3万元。休闲农业以其低价、简便的特点，将成为人

们休闲的首选。

我国今后发展休闲农业，应该切实以农业为基础，

农民为主体，农村为载体。在经营过程中应加强管理，

积极引导其发展。各类提供休闲服务的社会组织，也应

通过自我服务、管理和约束，营造公平环境，引导休闲农

业规范发展。 （本报记者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