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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棠棣村产业发展现状

1.1千亩花田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田园综合体”概念，全

省仅“花香漓渚”和安吉“田园鲁家”成为全国首批 1 5 个

国家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千亩花田项目的总面积16.7平方公

里，围绕“产业振兴”的主线，着力打造三个千亩，分别

是千亩花市、千亩花苑和千亩花田。千亩花田就坐落棠棣村

内。为推进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的落实，棠棣村将分散的丘陵

山地改造成连片农田，种植鲁冰花、向日葵、彩色水稻、格

桑花等兰花以外的不同种类的植物，建造全新农业景观，赋予

农村新面貌，以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吸引游客促进旅游业的

发 展 。

1.2耕地质量提升项目

棠棣村以建设田园综合体为基础，进行土地开发。在经过

实地调研和考察后决定实施“旱改水”项目，涉及约1030亩土

地，一旦改造完成，即可拥有近一千亩优质农田。

1.3智慧农业项目

智慧农业项目在“田园综合体”基础上建造一个智慧温室及

智能化农业装备示范基地，并培育一个以智慧农业研究院为核心

的创新服务平台，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智慧农业设施、智能化、自

动化农机设施的推广销售，提供先进的整体植物工厂解决方案。

示范基地中已建成一个3000平米的高标准玻璃温室，以种植培

育高档花卉为主。也打造了一个拥有上万平方米的薄膜连栋温室

大棚，棚内以种植番茄或辣椒等蔬菜为主。

1.4餐饮民宿

棠棣村内目前有2 家各具特色的民宿：乡村振兴实训基地

和棠棣驿站。乡村振兴实训基地建筑面积3588平方米，集学习

培训、会议研讨、餐饮住宿多功能于一体。棠棣驿站地理风景

优美，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距绍兴多个参观游览地及通行路

口等较近。

1.5兰谷苑

棠棣村从建设美丽乡村的角度出发，整治村中污染较大的第

二产业，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一座约3000平方米的兰花大棚——

“兰谷苑”，以“浙江省一流的兰花温室培育中心”为目标，进一

步打造棠棣兰花品牌。

1.6文创产品

在棠棣村探索乡村文创产品设计的新模式、新路子，为服务

农村、服务群众、服务当地产业，结合各地日渐兴起的乡村振兴

文化旅游大潮，与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合作，把有着兰文化内涵

的乌毡帽、特色酒品、“之”字款定制丝巾等文创产品，加入棠

棣元素，受到很多游客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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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棠棣村现有产业发展模式深化

近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对于农业

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和农民群众增收等都提出来一系列的

要求。促进三农发展,关键应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带动农业

经济发展, 尤其是应该加快推进农业产业融合，以农业产业要

素的流动以及农业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核心，对农村的产业

结构进行全面优化，构建符合农业产业发展特色的产业体系、

经营体系以及生产体系,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竞争力，促进农村

建设水平和农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升。本小组致力于探索绍兴

市棠棣村产业发展模式，以期能对绍兴市乡村振兴、促进绍兴

市乡村发展作出贡献。

2.1 打造品牌效应，建立专业合作社

充分利用当地特色兰花产业发展经济，花木和旅游、服务

等第三产业产业融合发展，相互促进。依托兰花传统优势，打

造培育全国知名的花木产业品牌。村民以种植经营花木生意为

主，依托线上线下渠道，将兰花销往全国各地。通过电子商务和

乡村振兴的融合，推动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及完善发展空间布局；

近年来多次开展以兰花为主的展览，兰花及花木产业销售超亿

元，并组建花卉专业合作社，增加花木经营户，扩大种植面积。

2.2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以花为媒，做大做强花卉行业，同时，对花卉进行深加工，

可以完善乡村的一二三产业链。通过建设乡村振兴实训基地、引

进智慧农业实现创新创业携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美丽乡村

带动绿色经济发展并实现产业提档、集体增收、村民增富。

2.3完善校村合作模式，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没有人才，缺少创新，

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为继。依托乡村振兴实训基

地，与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完善合作模式，培养人才，交流

创新，助推乡村发展。引入“学子下乡”的乡村振兴模式，通过

实地考察研究，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村校合作不仅能优化乡村

产业结构，实现资源合理分配，还能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大

化，推动乡村农业经济发展。

2.4完善志愿服务，建设和谐乡村

充分利用以大学生为首的当代青年的力量发展旅游支援服务

活动，将“公益”元素融入乡村发展之中，这也有利于引导广大

青年大学生了解乡村、热爱乡村、服务乡村，在乡村的广阔天地

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实现青春价值，同时在乡村实

践过程中培养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使其更好地将知识、技能

转化为振兴乡村的青春力量，用乡村梦实现青春梦。这不仅有利

于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发展乡村振兴新模式，同时高校

的大学生能够在乡村振兴的同时对自己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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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断地提升，而且能够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对社会做出自己

的贡献，对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重要促

进作用；而乡村因为大学生的参与，能够突破原来现有的经济

层面，通过新型技术等对乡村的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乡村的经

济水平。

2.5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依靠特色兰花产业和乡村振兴发展结果，在以花木交易为

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兰花文化创意体验为新兴产业的特色旅游景

区村，以第三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进行土地开发，充分

利用已开垦的土地种植不同种类的植物，包括鲁冰花、向日葵

等，打造一片千亩花田，建造全新农业景观，赋予农村新面

貌，以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吸引游客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围

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无论是乡村振兴建设，还是

发展花木产业，都是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和生

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

的根本保障。保护村内生态环境，取缔小作坊、小染坊等对

环境具有较大威胁的企业，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发，放弃一

时的的经济效益，获得更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而得到

长远的经济效益。

2.6 以旅兴商，以商兴村

走文旅融合道路，以风景吸引游客，以文化留住人心。围

绕旅游建立特色民宿、亲子研学等产业链，刺激当地商业发

展，为乡村制造大量劳动岗位，减少乡村人才、劳动力外流，

通过商业发展，增加收入来振兴乡村；同时，基于原本的花

卉产业，构建 Q 版实物模型，文化形象等，使兰花等形象更

加深入人心，提高游客旅游满意度，以便加强游客影响吸引游

客重游，为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一定基础。进一步发展

民宿行业，为游客提供便利，给予游客停留歇息处，以便增

加游客乡村游玩时间。

3  结束语

除以上等多种发展措施外，乡村产业处在较低级阶段的乡

村还可借鉴以下几种措施：

3.1 推出“乡村振兴产业地图指引”咨询服务

邀请专家赴地方考察产业资源，帮助地方乡村振兴发展梳

理产业脉络及上下游产业配套资源，并给出产业提升、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的具体可操作方案。

3.2 举办乡村振兴大赛，成为项目落地点

以创业大赛方式“以赛招商、以赛引资、以赛引才”，

助力地方乡村振兴。

3.3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招商引资服务

围绕重点产业、重点企业招商引资，组织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组成招商考察团，赴地方乡村考察对接项目落地事宜。合作

地方政府共建乡村振兴产业基金等。

3.4数字化技术及思维应用到乡村产业提升和运营

以系统化、数字化思维来赋能乡村振兴产业提升工作，通

过智慧化乡村振兴产业园区管理、智慧招商等形式提升运营效

率，并与智慧农业大棚项目、文旅项目智慧管理、智慧化乡

村治理有机融合，融入整体数字乡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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