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落实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和海南省第七次党代会精
神，统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
全域旅游、脱贫攻坚等工作，海
南省委、省政府从实际出发，提
出以发展“共享农庄”为抓手，建
设田园综合体和美丽乡村，促进

“三农”新突破。

什么是
“共享农庄”
顾名思义，“共享农庄”强调

“共享”，保障农民和利益相关
方共享农庄收益。同时，“共享
农庄”是共享经济的一种新形
态 。 海 南 提 出 建 设“ 共 享 农
庄”，就是要以新发展理念特别
是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充分发
挥海南“三农”的特色优势，运
用共享经济模式，推动共享事业
在最后一公里落地，探索新形势
下解决海南“三农”问题实践载
体。

“共享农庄”的要义是：以充
分涵盖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形
式为主要载体，以各类资源和资
本组成的混合所有制合作企业
为建设运营主体，以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支撑，
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
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
体，以农业和民宿共享为主要特
征的“三农”新业态。

“共享农庄”依托海南优良

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热带农业
资源，坚持以农为本、规划管控、
市场主导、资源共享、试点先行、
助力脱贫、保护生态、彰显文化
的原则，利用“旅游+”、“生态+”
等方式，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
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其
典型的经营方式，就是“不求拥
有，但求所用”，在不改变产权归
属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运用土
地、农房等资源的租赁权和使用
权。

“共享农庄”让大众参与，资
源高效配置，用户体验更好，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运用互联网、物联
网技术，通过可视化生产和现代
物流等手段，突破空间限制，让
一部分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体
验海南特色农耕文化，享用热带
瓜果蔬菜，享受优质生态资源；
另一方面，采取政府支持、企业
与合作社投资、农民深度参与的
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使农民转变
成为股民、农房转变成为客房、
农产品现货转变成为期货、消费
者转变成为投资者，从而实现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美、

“庄主”增彩。
“共享农庄”的本质特征是

共建共享共赢，对于农庄和农民
而言，通过产品认养、托管代种、
房屋租赁等多种形式，不仅可以
降低经营风险，提升产品附加
值，还能够和以往低频消费的用
户建立黏性关系；对于消费者而

言，可以租赁一方良田、一处宅
院，避开城市喧嚣和污染，返璞
归真享受绿色的田园生活；对于
政府而言，通过使用权的交易，
将农村的闲置资源与城市需求
之间进行最大化、最优化的重新
匹配，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转化
为稳定的连接。

为什么要发展
“共享农庄”
发展“共享农庄”，是解决农

产品滞销、价格波动问题的有效
手段。海南农产品滞销问题发
生频繁、涉及面广。究其原因，
除两广地区反季节瓜菜及北方
冬季大棚瓜菜生产规模不断扩
大、东盟零关税的热带农产品大
量涌入国内市场等因素外，关键
是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
系。发展“共享农庄”，一个重要
目的就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
术，发展定制农业，打破传统的
农产品销售流通形态，由消费者
决定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最
大限度地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
效供给。

发展“共享农庄”，是解决美
丽乡村建设缺少商业模式和持
续运营能力问题的有力抓手。
海南省委、省政府反复强调，美
丽乡村建设不能仅仅依靠政府
投入，不能仅仅是有“面子”，一
定要吸引社会投资，要有“里
子”。发展“共享农庄”，一个很

重要的方式就是建立混合所有
制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主体，在
建设美丽乡村中形成可持续、多
方共赢的商业模式。

发展“共享农庄”，是解决全
域旅游示范省创建过程中产品
单一、水平较低问题的重要举
措。海南旅游产品以观光产品
为主，主要集中在“阳光、海岸、
沙滩”方面，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供给不足。发展“共享农庄”，就
是深度挖掘农业农村生态价值，
高层次、高品位地开发乡村旅游
资源，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
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田园
综合体，满足消费者对田园生
活、康体养生的新需求，引领新
的生活方式。

发展“共享农庄”，是从根本
上解决贫困户持续稳定脱贫致
富问题的有效途径。海南的贫
困村大多处在青山绿水的好地
方，完全可以通过发展“共享农
庄”，将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
银山，走出一条持续稳定增收、
脱贫致富的新路子。贫困户参
与建设运营“共享农庄”，可以通
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民房等闲
置资源的盘活利用、土地使用权
益入股等方式，获得稳定的财产
性收入；可以通过管护农庄、代
耕代种等方式在农庄务工，获取
工资性收入；可以通过将农产品
作为旅游商品销售，获得经营性
收入。

（下转第十四版）

“共享农庄”
探出美丽乡村建设多赢模式

“服装产业既是个传统产
业，也是个时尚产业，既需要
高大上，也需要接地气。”10月
25日，在北京服装学院海宁时
尚产业园成立仪式上，北服创
新园总经理王琪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4 个月前，北服创
新园与海宁中国皮革城签署
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发起成立

“北京服装学院海宁时尚产业
园”，至此，北服创新园成为继
北服容城时尚产业园、北服晨
风时尚产业园之后诞生的第
三个京外分园。

作为中关村科学城第四批
签约项目，北服创新园创建 4
年多来，依托北京服装学院的
核心资源，发挥其在时尚产业
中的龙头地位，打造了以资源
开放共享为核心的服饰时尚设
计全产业链，构建了引领时尚
产业发展的创新、创业生态
园。4年多来，园区中西合璧，
汇聚高端设计创意人才 12000
余名，入驻企业300余家，创业
项目遍布服饰设计、加工制作、
平面设计、影视制作、时尚推
广、模特经纪等时尚生态链条
中的各个环节。

“为了响应北京市首都功
能定位，园区将设计师所需要
的面辅料资源、版房等平台，
外迁到具有产业基础的雄安
容城和江苏昆山，分别与容城
县政府和知名服装企业晨风
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共建产业
园区。”王琪介绍，北京服装学
院容城时尚产业园，即中关村
北服时尚产业创新园（容城）
示范基地，由北京服装学院与
雄安容城县人民政府校地合
作共建，于2015年 12月在容城
正式揭牌成立。

2017 年 4 月，随着雄安被
设为国家级新区，北服创新园
和北服容城时尚产业园围绕新
设的雄安新区的定位，主动策
划和承办第二届白洋淀（雄安·
容城）国际服装文化节。文化
节活动已于 9 月 24 日至 26 日
在容城成功举办。对此，业内
人士认为，该活动对于加快区
域产业转型，集聚高端创新要
素，传承民族文化，构建时尚活
力新地标，都产生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

“北服创新园与海宁皮革
城合作，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
优势，共同将传统的皮装生产
推向时尚化、实用化和品质
化。”海宁皮革城董事长张月
明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
北京服装学院海宁时尚产业
园将以北京服装学院和世家
皮草（SAGAFURS）为基础，协
同海宁皮革皮草（服装）产业
资源，开展皮革皮草（服装）设
计人才和技术人才的教育和
培养，致力于打造中国及世界
皮革皮草（服装）高级人才的

“培养基地”。产业园计划于
2017年底建成并投入运营。

本报记者 江金骐

北服园“中西合璧”
构建时尚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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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