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队：
风华镇茂



一、项目实施周期及经济投资产出估算
（1）“零碳绿洲，芳华镇茂”项目总体部署：项目按场地分为生态农业技术示范为主的北区“青园”和科普文

化公益宣教及展销为主的南区“荟苑”，项目地址重命名为“青园·荟苑”，施工周期约为 5年，分期实施步骤如
下（图 1）：

①准备资格预审文件、初拟规划、报建备案、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开工（耗时约 3个月）；

②开通世业洲“青园·荟苑”站交通枢纽；农业示范园地开耕，搭建植物生长机械支架；污水处理厂施工；部署水
源灌溉及农田废水回收管网设施（耗时约 3~6 个月）；

③建成江心·创益城；后续开启招商引资，吸引科教、艺术、产学研、餐饮等各类品牌入驻（耗时约 10 个月）；
④完善江心·创益城的天台及青园中部的伊甸园、沿江风光带的景观建设（耗时约 3个月）；

⑤荟苑立体车库落成；各项工程竣工验收（耗时约 2个月）；
⑥持续维护及修缮青园的农林花果区域，并延续至农作物完全成熟，投产效益良好的时期（耗时约 3年）。

图 1 “零碳绿洲，芳华镇茂”项目进度时间线（不含果树成熟期）

（2）“零碳绿洲，芳华镇茂”项目投资预算：经估算，本项目资金支出占比最大（>总额 50%）为以下 2项：
①青园农林花果种植及相关智慧农机的投入；②荟苑东侧，江心·创益城的建筑施工。

表 1 “零碳绿洲，芳华镇茂”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及投资预算明细表

注：投资预算单位为百万，¥代表预算低；¥¥代表预算较低；¥¥¥ 代表预算较高；¥¥¥¥代表预算高。

（3）“零碳绿洲，芳华镇茂”项目效益创收估算：
青园-农产品经济效益估算



表 2 青园农产品的经济效益预估明细表

青园&江心·创益城-旅游、产学研创收估算

图 2 产学研经济效益估算图

实施成效

图 3 青园·荟苑整体改造图

青园
 原状
北区原作为音乐广场，受疫情影响，音乐节停办，

逐渐闲置。现今北区大面积的土地杂草丛生，并无他用，
无益于世业洲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

 规划策略
经团队设计，现将北区更名为“青园”，遵循“土

地再利用、不改变原有土地性质”的标准，将其打造为

符合世业洲“碳中和岛”的整体发展规划，并且融合了
“智慧农业示范”“生态农场”“生态旅游”“亲近自
然”为一体的农业技术示范及生态旅游园区，集成低碳

技术，以点带面，由世业洲的这个试点示范，打造世业

洲的“生态农业+生态旅游”高峰名片，带动整个镇江
农业繁茂的目标，乃至辐射长三角地区的长江经济带发

展。
（一）将现代化农业技术与农业农村各领域各环节深度

融合进行示范：引入水蜜桃、枇杷、猕猴桃、草莓四种
经济性较高的水果，安装智能气象监测站，推动全产业

链智能化、机械化、科技化，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和效
率。引领驱动世业洲整体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升级、

吸引全国农业工作者观摩交流。重点推进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互联网融合应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二）农产品种植间套作技术及高效利用空间式棚架：
现代化培植技术的示范推广，包括“M”型及“Y”型

种植、立体旋转种植、水平棚架种植及带状复合种植。
贯穿实施微喷技术、太阳能风吸式灭虫灯、绿色虫控系

统等。做到节电节水，高效利用空间，提质增产，生态
效益显著。

（三）四季时令和农事活力引入田野风光带：植被设计

中，引入农业景观和多年生花卉林树轮作，为田野带来
变化和惊喜；步道穿梭于丰富的乡土植被和田园景观之
中，将人的活动浸入自然和充满乡愁的田园，达到“美

荟苑

青 园



景不同处，四季不同景”的效果。
（四）生态系统固碳：青园的全局农林花果建设都致力
于通过利用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以及植物本身的固碳

能力来推动经济作物的种植，实现碳减排的目的，解决

农业生产可能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五）农村污水处理及沼气综合利用技术：建立小型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使有机物含量丰富的污水通过沼气
发酵设备进行处理，沼气集中供气、发电上网、提纯制

备生物天然气；沼渣沼液综合利用，为农村地区提供绿
色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减少化肥施用，提升土壤

固碳能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荟苑
 原状
南区原作为一个小型的停车场，鉴于音乐节的停办

暂时闲置。

 规划策略
经本团队设计，现将南区更名为“荟苑”，建设成

为适应镇江特色的江心岛科教示范区与国际交流功能
要求的中心，为实现区域性农林科普宣传、技术展示、

低碳示范、公益影响的战略目标提供高品质的空间载体；
建设成为江苏省级名片，发展多样的产学研及旅游休闲

形式。
（一）集文化交流与科教休闲为一体的江心·创益城

→“三农”文化博览馆及 VR体验中心（二楼）:博物馆
通过梳理新中国农业发展历程的方式，介绍青园的建设
亮点，为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启示；VR虚拟

现实体验馆为青年们提供专属活动空间，亲手创造未来

的“世业之城”；
→餐饮中心（三楼）:打造具有江南水乡风味的低碳轻食

简餐，引领环境可持续性又营养健康的饮食新风尚；
→生态花园(天台)：可供观鸟监测、生态参观。绿化与

建筑搭配体现了“古典与自然的结合”。为忙碌着的小
商业者、旅游者提供心旷神怡的休闲空间，多视角多方

位体验江心美景。
（二）引入太阳能光伏发电、沼气发电与有机肥的生产

等新能源技术，充分利用自然能源、生物质能源，提高
资源利用率及循坏周期，促进园区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三）改变地下停车场的设计思路，打造垂直化升降
立体车库，由电子控制整个设备，互联网云平台管理，

安装、使用方便。停车架手动、手机、遥控器都可操控，
运行可靠、自动化程度高，整个车库的空间利用率高。

独特的跨梁设计，使车辆出入无障碍。立体车库占地面
积小，可为荟苑提供更大面积的绿地区域，提高园区整

体固碳功能，同时也可节省大笔土地购置费，有利于合

理规划和优化设计。在节能方面，立体车库无大面积照
明，耗电量仅为普通地下车库的 35%。

技术挑战及解决对策
“零碳绿洲，芳华镇茂”项目的开展可望填补镇江

市世业洲特色农业示范区空白，对区域农业资源利用、
生产、市场的重新优化配置、减排固碳起到重要作用。

项目实施过程中预期遇到以下挑战：
挑战 1：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布局
青园第一产业向后延伸不充分，副线产品能打造成

为镇江名片的过程较为曲折；第二产业连接青园和荟苑
不够紧密，农产品精深加工有待加强，副产物综合利用

程度较低，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较低；第三产业发育不充
分，园区生产生活和服务能力较多针对游客。

→对策 1：面向市场、围绕需求融合一二三产业
积极推动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将生

产、加工、仓储、运输等聚集整合，不断延伸种养产业
链条，加快同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互联网+”现

代农业，运用电商模式，提高示范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能
力和效益，更好地让当地居民分享农产品的增值收益；

助农模式辐射全国。
→对策 2：培育新时代职业型示范农业工作者
要充分尊重当地村民意愿，切实发挥当地村民在乡

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一方面，要加快实施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工程，让乡土人才成长起来，涌现出更多更好的

“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另一方面，引

导更多科研青年人返回到一线田野，给予他们资金、税
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吸引其扎根农村，研究技术创新，

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中坚力量。
挑战 2：植物造景同“人与自然”和谐原则相符
“零碳绿洲，芳华镇茂”项目的景观配置，种类来

源繁多。自培育植物初期至最终呈现全貌，时间跨度长，
植物生长期不同步，因此可能会影响空间的和谐美，后

期景观脉络的稳定性，配置的对称与平衡原则、移步异
景的视觉变化的节奏韵律感，可能都需要在园区建造时，
以及试运营期间不断核查与调整。

→对策：合理布局绿化模拟自然
绿化是指通过有意识的种植或栽培某些植物来达

到美化环境、净化空气的目的，精心设计的绿化也可以

形成独特的景观。园区设计考虑绿化色彩的搭配和春夏
秋冬四季景观的配置，突出景区特点。采用点线面结合

的绿化手法，以及乔、灌、草合理地搭配，模拟自然，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