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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当共享经济的风吹到了菜
园，“一犁春泥，一篮秋收”的生
活照进现实。

随着消费者对绿色、健康
生活方式的追求日益增长，共
享菜园这种融合传统与现代、
城市与自然的休闲方式，成为
人们体验现代生活的新潮流，
也为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助
推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共享菜园
可以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大众点
评搜索“共享农场种地、租地”
发现，很多经营农场的商家都
上线了“共享菜园”相关团购，
价格从几百元一年至上万元一
年不等，受到了年轻白领、宝妈
群体及退休老人的热捧。

梳理大众点评经营农场的
商家上线的“共享菜园”相关团
购产品后可知，其价格定价基
本以距城市中心距离、土地面
积而定，分为全部自己种植管
理、半托管和全托管三种。自
己种植管理，意味着自收自种，
浇水、施肥、除杂草等一切自
理；半托管则是自己种植、采
摘，其余农场负责，或除了周末
外，平时农场来管理的；全托管
是由农场代种代收，农产品成
熟后邮寄到家，或是农场代种，
消费者最终来采摘。

“有不少老年人想自己种
植些果蔬，却没有供自己使用
的土地，由此让我看到了共享
菜园蕴藏的商机。”郁金香果蔬
农场负责人高树义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以他开设的农场为
例，其受众群体辐射的是周边
有钱、有“闲”的人群，比如老年
人、周末需要遛娃的年轻消费
群体，即便完全没有种植经验
也没关系，农场负责提供教学
指导服务。

高树义还称，尽管他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的农场仅
开业半年，但共享菜园的模式
颇受欢迎，由于当下正处于冬
季，不适合种植，新用户只能预
约至年后。

北京市民范范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她日常工作很繁忙，
没有时间逛菜市场或超市，加
上她对食物品质的要求相对较
高，追求绿色、有机、健康，因此
目前她选择的是全托管模式，
定期让农场送菜。她退休后，
则希望体验自己种植的模式。

“共享菜园模式满足了不
同人群对于生活品质和健康饮
食的需求，因此受到热捧。”天
使投资人郭涛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年轻白领
通常工作繁忙，缺乏时间进行
户外活动或自己种植蔬菜；而
宝妈们则希望为家庭提供更健
康的食物选择；老年人则希望
通过参与农事活动来保持身体
健康并享受田园生活。如此一
来，共享菜园就提供了一个平
台，让这些人群能够在城市中
体验农耕乐趣，同时获得新鲜
有机蔬菜。

共享菜园背后的
商业逻辑

共享菜园不仅是一种农业
实践，更是融合了环保理念与
商业机遇的共享经济新探索。

谈及其背后的商业逻辑，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
面，共享菜园是情感消费与体
验经济的结合，其本质上是一
种服务，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
农产品，更是一种田园体验、生
活方式和情感寄托；另一方面，
共享菜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
现低成本高溢价，比如农场通
过出租或共享地块，增加土地
的单位效益，为消费者提供附
加值高的体验服务，借助数字
平台，农场与消费者形成社群
互动，增强用户粘性，甚至通过
转发分享实现低成本营销。因
此，张雪峰认为，就短期来看，
共享菜园的体验属性符合当前
健康、绿色、个性化的消费趋
势，市场需求旺盛。

共享菜园受到市场热捧，
让不少企业躬身下场。企查查
数据显示，国内现存家庭农场
相关企业 204.26 万家。近十年
相关企业注册量整体呈逐年上
涨 趋 势 ，注 册 量 从 2014 年 的
10.91 万 家 攀 升 至 2023 年 的
38.43 万家。截至目前，今年已
注册 25.01 万家家庭农场相关
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
报通过企查查数据发现，家庭
农场相关现存企业成立年限
分布较为均匀，其中成立年限
在 1—3 年 的 企 业 占比最大，
为 33.65%。

其实，共享菜园模式早在
多年以前就有尝试，但城市居
民在热情过后，能在忙碌工作
中坚持种菜的并不多。关于共
享菜园的可持久性，业界有一
定争议。有业内人士认为，部
分共享菜园的生命周期难以超

过 3 年，因为种菜绝非儿戏，一
旦使用托管模式，则容易变成
变相的“高价买菜”。

“长期看，能否持续取决于
农场的服务质量、用户体验、与
市场变化的结合度等因素。”张
雪峰坦言，单一的种植服务可
能难以长期维持，共享菜园也
需要持续创新。

对 此 ，郭 涛 也 十 分 认 可 。
在郭涛看来，为延长共享菜园
的生命周期，首先需要不断优
化服务质量，比如提供更多种
类的作物选择、改善基础设施
等；其次，可以通过举办各类活
动吸引新用户并留住现有客
户，如亲子农场日、烹饪课程
等；另外，建立良好的社区氛围
也很重要，鼓励用户之间的交
流互动可以增加他们的归属
感；最后，合理规划发展路线
图，适时引入新技术和新理念
也是关键所在。

为 给 消 费 者 提 供 多 元 体
验，不少商户与其他业态做了
嫁接，以上海一尺农园为例，该
农庄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设计
课程，让孩子们在劳作中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模式不仅
增强了体验的趣味性，也为菜
园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共享菜园可成为新型
农业和城乡融合的桥梁

当下，田园综合体和美丽
乡村建设在全国范围的热度都
在持续升温，共享菜园通过出
租土地、提供托管服务等方式，
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了周边
地区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城乡
融合进程，共享菜园也由此成
为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匙”。

“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中，
共享菜园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还能帮助解决农村劳动
力流失问题。”郭涛表示，共享
菜园通过吸引城市人口到乡村
参与农业生产，可以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还能促进城乡文化
交流融合。更重要的是，这种
模式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推
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共享菜园作为乡村全面振
兴的创新模式，可以成为新型
农业和城乡融合的桥梁。在张
雪峰看来，共享农田可以推动
农业向体验式、生态化转型，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为农民创造
更多收益，也可以将城市的消
费需求引入农村，增加资金流
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实际上，共享田园在乡村
振兴中的应用已有了具象化
的实例。近年来，广东省河源
市连平县积极探索乡村“共享
经济”，引导农村树立经营村
庄理念，“共享+”模式，将农村
资源与城市需求进行优化匹
配，重新定义乡村的价值，壮
大村集体经济，帮助村民走上
致富路。

2023 年 ，深 圳 对 口 帮 扶
工作队、连平县隆街镇政府、
沙圳村“两委”经过实地调研、
探 讨 后 发 现 ，沙 圳 村 民 风 淳
朴、自然资源丰富，有保存完
好的明清时期围龙屋，洋溢着
浓郁的客家风情，发挥当地优
势，推出共享农田项目，盘活
撂荒地。

据了解，当地开展的共享
农田项目是在不改变产权归属
的前提下，认领者以 498 元认
领一块 25 平方米的撂荒地一
年，由沙圳经济联合社承担运
营，等到作物成熟时，参与者可
以获得认领农田地块上种植产
出的全部农作物。在农耕时
节、乡村旅游资源最佳观景时
节，村里还会组织农学讲堂、体
验农耕、周边乡村旅游等活动，
让认领者体验农耕乐趣，收获
农耕快乐。

现在，每逢节假日，连平县
隆街镇沙圳村就变得烟火气满
满，蔬果采摘、农事体验、星空
露营、溯溪徒步……应有尽有。

共享菜园爆火共享菜园爆火，，谁在为现实版谁在为现实版““QQQQ农场农场””买单买单

2024中国(北京)
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举行

11月 28日至12月 1日，2024中国(北京)

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

安庄馆)举行。

本次展览会设立高科技先进陶瓷专区，演

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陶瓷魅力；多家产瓷

区政府、国内陶瓷头部企业和陶瓷院所将在展

览现场组织产品推介和新品发布会等活动。

同时还举办“景德镇百家名壶展”“景德镇百家

艺术创作赏盘展”等专题展览，集中呈现中国

陶瓷艺术家们守正创新的创作精神。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的郁金香果蔬农场，工人们正在大棚

内作业。                              郁金香果蔬农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