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云南省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推动“三农”工作

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曲靖市沾

益区举行，会上提到要“以生态

农业为立足点、 设施农业为发

力点、高效农业为突破点、共享

农业为落脚点”，壮大高原特色

农业。 无独有偶， 稍早些的

3

月， 省长王予波在宣威市调研

时强调：“要持续壮大生态农

业、设施农业、高效农业、共享

农业。 ”笔者尤其关注其中提到

的共享农业。

共享农业是近年来很受追

捧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模式，

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整

合分散的农业资源， 满足多样

化的需求， 实现农业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使用权的共享。 这种

模式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

率， 还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

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比如共享

水果园，让消费者认领果树，农

户负责日常管护， 通过视频直

播、 图像等形式让消费者参与

水果的成长成熟过程； 比如共

享农庄，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进

行精品化、闲适化改造升级，圆

了城里人的农庄田园梦……共

享农业是一个很开放的概念，

其应用范围涉及到农业、农村、

农民的方方面面， 发展效益已

经得到验证，发展前景广阔。 着

眼长远， 关键是要找到与其他

业态的融合点，形成联动、规模

优势。

就云南而言 ， 推进农文旅

融合是发挥自身优势、 扩大联

动效应的必然选择。 旅游业是

云南比较成熟的“老牌产业”，

每年吸引着大量游客涌入各地

景区； 繁荣发展的同时， 云南

旅游业也面临着不少问题 ，近

年来经过“旅游革命” 的整治

已经大有改观， 研学游、 自驾

游、 深度游等渐成趋势， 这为

农文旅融合提供了现实条件 ，

农业有望成为文旅产业再升级

的重要动力。 这就是说， 游客

在体验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同

时， 也能一并品尝在此环境中

长出来的好的农产品， 可以将

特色农庄 、 果园等与知名 景

区、 知名旅游线路融合， 如丽

江城区周边的果园， 能实现游

客坐在果园、 远望雪山、 品尝

雪桃的惬意梦想。 还可以让游

客在旅游中认领果树， 不仅平

时通过网络观察其生长情况，还能

在水果成熟时抽空来一趟，既为旅

游、也为收获。 这对于农业和旅游

业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事实上，共享农业的融合，根本

上是城乡的进一步融合， 实现资源

互补、 发展共享。 归园田居是很多

人心里割舍不断的梦想， 即便城里

生活再便捷、 再现代化， 周末和节

假日到周边农村玩一玩仍然具有绝

对的吸引力。 共享农业恰恰就能满

足这一需求， 其让城里人通过网

络、 现场或其他形式参与到农产品

的种植 、生长、成熟、采摘过程，为

农村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为农民增加了就业和提高

收入的机会。 这种情况下的农业不

再只是农业， 而成了促进城乡融合

的一种媒介； 农民也不再只是守着

一亩三分地的农民， 而有了更多就

业选择和发展机遇。

共享农业，核心是共享，而壮大

的突破点在市场化。 可以看出，共

享农业各个环节如推广、 引流、服

务都离不开市场， 在推进与其他产

业融合的同时也要推进与市场的融

合，破除地域化、狭隘化意识，方能

与城市、 与更大地方一起做大做强

农业、做精做美农村。 （张长虹）

4 家企业在万盛双坝村

认领了 128 亩土地

共建现实版“开心农场”

5

月

13

日， 在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双坝

村与重庆渝南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毗邻的“共享菜

园”里，村民们正挥舞着锄头，栽种玉米、茄子、豇豆

等农作物。 关坝镇双坝村党委书记赵昕告诉记者，

这片菜园已被园区企业认领，并以全托管的方式交

给村上运营。

今年

3

月份，双坝村在综合考量土地利用状况

及企业的日常需求后，决定将村里的这块撂荒地改

造为村企共建的“共享菜园”。“共享菜园”占地

128

亩，共划分

69

块地块，铺设了相应的灌溉设施。 企

业职工可认领地块并挂企业牌，每名认领人可以拥

有一块菜地，种植自己喜欢的蔬菜，感受现实版的

“开心农场”。

“企业可通过

800

元

/

亩半托管或

2000

元

/

亩全托管模式，将菜园交给村集体进行日常管理。”

赵昕说，村集体会免费提供种子、幼苗、有机肥、生

产农具等物资， 请专人全程负责菜园的种植打理，

收成时可由企业职工现场采摘，也可由村委会统一

采摘分送。

“之前这块地还是杂草垃圾遍布，每次路过异

味很大。 ”企业职工胥雷说，现在周边环境好了，假

期还可以带着亲朋好友一起来享受田园乐趣，感受

不一样的休闲方式。

据了解，目前双坝村已经与

4

家企业建立了合

作，

128

亩已经全部认领完毕， 同时企业还与村集

体签订了蔬菜供销协议，为村集体额外增加了一笔

收入。

“共享菜园”还为本村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长

期雇用了

15

名村民务工。 脱贫户罗庆财就是其中

之一，他说：“因为家里的原因，外出务工多有不便，

这个菜园让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

“今年是预认领，不收租金和任何费用，主要

为了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沟通。”赵昕表示，第二年

将正常开始收取租金，接下来该村将不断完善“共

享菜园”运营模式，征集更多企业和社会人士认领，

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据《重庆日报》）

共享小菜园 孕育大幸福

家住甘肃省徽县高桥镇郭台村的俞大妈来到村

子里的共享菜园，精心挑选了几样配菜，洗淘干净后，

放入锅里“滋滋”做响的鸡肉里，翻炒几下，顿时，色香

味俱全的一道农村美食就出锅了，扑鼻的肉香夹杂着

浓烈的幸福弥满了整个村庄。

高桥镇是一个典型的山区乡镇，这里青山巍峨，

溪水潺潺，森林茂密。 高桥河自西向东，穿峡越谷，将

域内群山分为南北两片，孕育了这里土地肥沃，水草

丰茂的美丽家园，也形成了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坡边

地边芳草萋萋，杂物乱放的习惯。

大问题靠政府、 小问题用民心。 今年以来，高

桥镇立足自身实际，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制定了“

1366

” 工作思路，突出一个统

揽、争创三个品牌、打造六大基地、力争六个突破，

倾心培育“诗画高桥 品味山水”文旅品牌，结合建

设宜居宜业、社会和美善治乡村，探索建立了“党员

责任田

+

共享菜园”的产业发展模式，采取“村集

体持股、党员管理、群众参与”的方式，由村“两委”

成员带头、党员率先示范开展组织活动，把村内各

家各户门前屋后，路边院边闲置的空地建成各类特

色小菜园，党员干部在荒地里除草、翻地、松土、栽

种、浇灌，动员引导群众参与到“共享菜园”建设中

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意识，打造“便民

菜园”“景观菜园”“共享菜园”， 净化美化村容村

貌，美化了乡村环境，聚拢了民心，还让群众得到了

实惠。 留住了乡村的“精气神”，更成为密切鱼水相

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的新纽带。

“现在， 村民吃菜只需自己去‘共享菜园’采

摘，吃多少采多少，大家共同种的菜，无污染，原生

态，吃起来真舒心。 ”村民姚小应说。

在建设中，变“堵”为“疏”，以打造便民小菜园

为切入点， 梳理摸排全村范围内的村民种菜需求，

逐一标注需要打造的区域和面积， 突出实用性，兼

顾庭院美学，因地制宜进行规划设计。 集中平整土

地，靠路边的用青砖堆砌、胡同院边、房前屋后用圆

木围起来，各个地块根据村民的需求种上了蔬菜或

花卉，打造形态各异，面积大小不一的各类小菜园，

不仅美化了人居环境，还让群众得到了实惠，菜种

多了吃不完， 有些村民进城时带一些送给亲朋好

友，还可以到集市上售卖换些零花钱。

“小菜园收获之后，群众相互串门 ，随手都会

带上小菜园的时蔬作为礼物，还研究有些菜怎样吃

更有营养。 ”村民俞顺红说。 （刘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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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河南省栾川县陶湾镇

张盘村为探索乡里中心场景化

新服务，在乡里中心周边的空地

打造了一片“共享菜园”，为周边

的群众提供了就近种菜的田园

体验场景。

陶湾镇张盘村打造的第一批

“共享菜园”共

20

块，委托张盘村

“栾川邻居” 志愿者服务队进行管

理运营。“运营模式分为自助和半

自助。 自助模式为认领人全权打

理，半自助模式还分为半托管和全

托管，由我们服务小分队定期定时

段进行日常菜园打理” 志愿者服务

队苗芳丽介绍说， 每块小菜园推出

100-300

元价格不等的认领模式，

平时他们为认领菜园的居民提供基

础技术指导和日常菜园打理。“很惊

喜，“共享菜园” 一经推出便大受周

边伊河源社区居民喜爱， 没几天已

全部认领完了。 ”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尽

管

4

月初刚刚开园， 但是在认领

人和志愿者服务队的用心”侍候”

下 ，记者眼前的“共享菜园”已是

“小有规模”，西红柿、青椒、茄子、

葱等菜苗争先恐后，“拼命”生长，

一派生机勃勃。

据了解，目前认领菜园的群众

均来自陶湾镇张盘村伊河源社区

居民，他们有的是搬迁群众，有的

是来自周边省市的退休老人，对

他们来说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菜

园更能够体验到乡村生活的自然

乐趣。“‘共享菜园’ 留住了‘乡

愁’，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村里想

得很周到，为了方便我们种菜，还

就近设置了水龙头， 方便给菜地

浇水。 ”

昔日杂物堆积的荒地摇身一

变成为了干净整洁的“共享菜

园”，不仅让社区环境变得干净整

洁， 还将以农村闲置土地出租给

居民的方式， 有效盘活农村闲置

资源。 认领一块菜园，既可以亲近

自然、体验劳动，又可以拉近现代

社会人与人的距离， 体验田园农

耕生活新模式， 形成了更加融洽

的社区氛围。

下一步

,

陶湾镇张盘村将因地

制宜谋划打造第二批“共享菜

园”，留住更对人的“乡愁 ”，推动

共享菜园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姜莎莎 尤鹏飞）

栾川这里的菜园

竟然能够共享

翻土、搭架、施肥……近日，

在湖北省恩施市龙凤镇杉木坝

村“共享菜园”里，不少市民游客

忙着打理土地，茄子、四季豆、辣

椒、黄瓜等蔬菜幼苗长势良好。

“既能吃上安全放心的时鲜

蔬菜，还能享受耕种的乐趣。 ”趁

着假期，市民蒋丹来到杉木坝村

“共享菜园”，在属于自己的一方

“责任田”里忙活不停。

这片“共享菜园”占地

6000

平方米， 划分成

285

块小菜园。

每块菜园插有一张卡片，上面标注

有认领菜园的游客名字。

“过去这片地是闲置荒地，村

“两委” 按照每亩

500

元的价格从

村民手中流转。现由村集体经营性

公司经营， 配套附属设施有偿出

租 ，为游客提供养护 、种植、采摘

体验。 租费每年

365

元。 ”杉木坝

村党支部书记黄平说。部分菜园还

可托管，由村集体公司一对一提供

浇水、除草、搭架、采收等服务。 种

植采用生态栽培，确保绿色环保无

公害。

“让孩子了解蔬菜是怎么种出

来的，很有意义。 ”市民李玲每周

都会领着孩子前来，一起体验劳动

乐趣，“共享菜园” 已成为孩子的

田间学堂。

“共享菜园”自

1

月推出以来，

已认领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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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块。“共享菜

园”的火爆，让周边兴起多家特色

农家乐，杉木坝村利用村民的闲置

厨房，配套搭建起“共享厨房”，吸

引更多游客打卡。 （赵盛迷）

“共享菜园”引客生金

壮大共享农业 关键在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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