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意农业发展方案(实用5篇)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制定相应
的方案来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方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创意农业发展方案篇一

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展现我校专业文化特色与内涵，
学校决定举办第四届创意农业设计大赛活动，竞赛由教务处
主办、农学院承办。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参赛对象及要求

我校在校学生、其他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个人与团队
均可参赛，团队参赛人数不超过5人。鼓励不同学科专业学生
跨学科、跨专业报名参赛。

二、竞赛内容

本次竞赛以“倡导绿色健康、打造“农业4.0”为主题，开
展“微农业”（micro-agriculture）创意设计大赛。“微农业”
是相对于规模传统农业的微型精品农业，是一种区别于传统
农业的个性化、体验型农业，是一种适合城市发展的现代农
业形式。“微农业”始于庭院养花种草，结合最新科学技术
手段和先进经营管理理念，或将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开
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新模式。

三、参赛作品形式及要求

1.作品形式

微农业创意，可以是新型微农业产品设计或生产、辅助设施
设计，创意农业经营策略等，以策划书形式提交。



参赛选手在策划项目时须注意以下方面：

（1）创意要新颖，具有可操作性；

（2）“微农业”主要利用于空间相对狭小的'城市；

（4）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

参赛选手可从不同角度，展示理念中的“微农业”创意，内
容可涉及全产业链或某个具体环节。

2.作品要求

（1）主题明确，内容充实，突出“微农业”的特点；

（2）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表达积极的正能量；

（3）版权清晰，无署名纠纷或争议；

（4）作品格式及其他具体要求，详见创意农业设计竞赛申请书
（见附件1）。

四、竞赛时间安排

1.报名：3月25日前，参赛者填写创意农业设计竞赛报名表
（见附件2），并发送至邮箱kechuangbujiaoliu@。

2.参赛作品提交：3月26—29日，参赛者提交作品设计方案初
稿。电子版作品发送至邮箱kechuangbujiaoliu@；纸质版作
品送交农科大楼农学院教学办公室（206室）。

3.初赛：3月30日—4月7日，评审委员会对参赛作品进行初选。

4.决赛：决赛采取ppt展示，现场评比的形式。参加决赛的学



生将参赛作品修改完善后，于决赛前将最终设计方案及汇
报ppt发送至邮箱kechuangbujiaoliu@。决赛具体时间地点另
行通知。

五、奖项设置

本次比赛设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学校为获奖学生颁
发证书，同时，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创新与技能8
学分实施办法（试行）》记入创新与技能学分。

六、大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李兆华：张子阳：武小飞：李心缘：

教务处农学院

xxxx年3月17日

相关附件

附件2：

附件1：

创意农业发展方案篇二

创意农业课是一门富有创造力和创新性的课程，它旨在帮助
学生培养农业领域的思维方式和技能。在这门课上，我学到
了很多有关创意农业的知识和技巧，并且感受到了它的重要
性和发展潜力。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在创意农业课上
的心得体会。

首先，创意农业课给了我很多关于农业领域的新思维。在过
去，我通常将农业视为单调乏味的种植和养殖活动，但通过



这门课，我了解到农业可以是创意和创新的。我学习到了一
些创意农业项目，如城市农场和垂直农场，这些项目在农业
领域引入了新的理念和技术。这些创新的农业方法不仅能够
提高产量和效率，还能解决一些现有农业方法所面临的问题，
如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通过学习这些新思维，我开始意识
到创意农业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农业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创意农业课教会了我如何应用创造力和创新性来解决
农业问题。在这门课上，我们进行了一些实践性的项目，如
设计和建造一个可持续农场。这个项目要求我们结合科学知
识和创意思维，从而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这个项目，
我深刻体会到了创意和创新在农业领域的重要性。在现代农
业中，许多问题，如土壤质量和作物病虫害，需要新的思维
和方法来解决。创意农业课向我展示了如何应用创造力和创
新性来开发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此外，创意农业课还让我了解到了创意农业的市场潜力和发
展前景。在这门课上，我们学习了一些创意农业企业的案例，
如植物工厂和农村旅游农场。这些企业利用创意和创新性来
改变传统农业的经营方式，并取得了很大的商业成功。通过
学习这些例子，我意识到了在创意农业领域创业的机会和潜
力。我相信，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农业和有机食品的需求不断
增加，创意农业将会成为未来农业的主导趋势，为农业从业
者提供更多商机。

最后，创意农业课还加强了我对农业的重视和尊重。通过这
门课，我了解到农业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它不仅提供我们
所需的食物，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创意农业不仅可
以改善传统农业的问题，还可以为农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活
力。这让我更加尊重那些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们，他们为我们
的生活提供了安全和可持续的食物。

总而言之，创意农业课给了我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让我
认识到了创意农业的潜力和重要性。通过学习和实践，我掌



握了一些创新的农业方法和技能，并且对将来在创意农业领
域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的人加入到创意
农业的行列中，共同为农业带来创新和改变。

创意农业发展方案篇三

近日，我参加了一期关于创意农业的培训课程。这次课程不
仅给我带来了全新的农业思维，还让我领略到创意农业的无
限魅力。在课程结束后，我不禁对创意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并开始思考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下面，
就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课程中，我们了解到创意农业是一种结合了艺术、
科技和农业的新型农业形态。它不再单纯地追求产量和效益，
而是更注重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农产品的附加值。创意农业之
所以能够受到青睐，是因为它能营造出独特的农业景观，满
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在培训课程中，我们参观了一些创意农
业园区，比如草地迷宫、彩色田园等，它们无一不给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通过这些实例，我意识到创意农业不仅能够提
高观赏性，还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从而为当地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在课程中，我们还学到了很多关于农产品加工的知识。
在现代社会，自然农产品的价值已经不能仅仅体现在原始的
形态上，而是需要通过加工来提升附加值。通过了解和学习，
我知道了很多加工农产品的方法，比如果酱、果脯、蜜饯等。
这些加工产品不仅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还可以延长
货架期，减少损耗。在课程结束后，我决定尝试一下这些加
工方法，并期待能够通过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另外，在课程中，我们还深入了解了农业科技的应用。现在
的农业已经远离了过去简单粗放的种植方式，而是借助新兴
科技，提高种植效率和质量。培训课程中，我们学到了有关
农业科技的很多知识，如无人机遥感、精确农业等。这些科



技的应用可以帮助农民更好地管理农田，调控农作物的生长，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在课程结束后，我决定积极了解
这些农业科技，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农业生产中，为农业发
展做出贡献。

最后，通过这次创意农业课，我不仅增长了知识，也激发了
我的创新思维。创意农业是一门创新的学科，需要农民们具
备不同寻常的创新能力。在课程中，我们参观了一些创意农
业园区，并听取了一些农民的创业经历。这些经历非常激励
人心，让我明白只有不断追求创新才能在农业领域获得成功。
通过这次课程，我明白了创意农业的价值和重要性，也更加
坚定了在农业领域实践创新的决心。

总之，参加创意农业课程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通过这次课程，
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找到了创新的动力。我将把所学所感
融入实际生产中，努力实践创意农业的理念，为农业发展做
出我的贡献。同时，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和参与
创意农业，共同推动农业的创新发展。

创意农业发展方案篇四

第一段：引言（100字）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业产业逐渐式微。为了
重振农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我校决定开设创意农业课。
在这门课上，我们经历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农业体验，并收获
了很多心得体会。

第二段：创新思维带来的改变（200字）

创意农业课从传统农业模式中突破出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我们从种植技术到产品设计，创意农业课都要求我
们思考如何通过创新将农产品与市场相结合。通过调研和团
队合作，我们利用城市的空地种植了一种罕见的红心柚树，



把它命名为“城市之宝”，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这种创
意的农业模式打破了传统观念，为农村经济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三段：创意农业的益处（300字）

创意农业不仅仅给农村带来了经济效益，更有利于生态环境
的改善。我们在创意农业课中了解到，通过科技手段和创新
理念，农业产业可以更加高效、环保地发展。我们在实践中
应用了垂直农业、水培技术等新型种植模式，减少了土地的
占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与传统农业相比，创意农业
更注重水资源的节约利用，通过循环利用水资源，减少了水
的浪费。创意农业的生态效益，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保
护环境的重要性。

第四段：创意农业的启示（300字）

创意农业课的开设，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农业方面的知识和技
能，还激发了我们的创新意识和创业潜能。我们在创意农业
的实践中，学会了如何发掘问题、解决问题，如何将创新的
思维方式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同时，我们也体会到了农村的
机遇与挑战，明白了农企和农户需要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来
推动农业产业的发展。这门创意农业课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指
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地选择农业相关专业，并为农业
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五段：总结（200字）

通过创意农业课的学习和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是推动
农业发展的关键。创意农业课教会了我们如何打破传统思维，
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创新的方式推动农业产业的发
展，为农村经济带来了新的契机。创意农业不仅仅是一门课
程，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将在未来引领农业的蓬
勃发展。我们将继续秉持创新精神，为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贡
献自己的力量。



创意农业发展方案篇五

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展现我校专业文化特色与内涵，
学校决定举办第四届创意农业设计大赛活动，竞赛由教务处
主办、农学院承办。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参赛对象及要求

我校在校学生、其他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个人与团队
均可参赛，团队参赛人数不超过5人。鼓励不同学科专业学生
跨学科、跨专业报名参赛。

二、竞赛内容

本次竞赛以“倡导绿色健康、打造“农业4.0”为主题，开
展“微农业”（micro-agriculture）创意设计大赛。“微农业”
是相对于规模传统农业的微型精品农业，是一种区别于传统
农业的个性化、体验型农业，是一种适合城市发展的现代农
业形式。“微农业”始于庭院养花种草，结合最新科学技术
手段和先进经营管理理念，或将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开
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新模式。

三、参赛作品形式及要求

1.作品形式

微农业创意，可以是新型微农业产品设计或生产、辅助设施
设计，创意农业经营策略等，以策划书形式提交。

参赛选手在策划项目时须注意以下方面：

（1）创意要新颖，具有可操作性；

（2）“微农业”主要利用于空间相对狭小的城市；



（4）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

参赛选手可从不同角度，展示理念中的“微农业”创意，内
容可涉及全产业链或某个具体环节。

2.作品要求

（1）主题明确，内容充实，突出“微农业”的特点；

（2）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表达积极的正能量；

（3）版权清晰，无署名纠纷或争议；

（4）作品格式及其他具体要求，详见创意农业设计竞赛申请书
（见附件1）。

四、竞赛时间安排

1.报名：3月25日前，参赛者填写创意农业设计竞赛报名表
（见附件2），并发送至邮箱kechuangbujiaoliu@。

2.参赛作品提交：3月26—29日，参赛者提交作品设计方案初
稿。电子版作品发送至邮箱kechuangbujiaoliu@；纸质版作
品送交农科大楼农学院教学办公室（206室）。

3.初赛：3月30日—4月7日，评审委员会对参赛作品进行初选。

4.决赛：决赛采取ppt展示，现场评比的形式。参加决赛的学
生将参赛作品修改完善后，于决赛前将最终设计方案及汇
报ppt发送至邮箱kechuangbujiaoliu@。决赛具体时间地点另
行通知。

五、奖项设置



本次比赛设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学校为获奖学生颁
发证书，同时，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创新与技能8
学分实施办法（试行）》记入创新与技能学分。

六、大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李兆华：张子阳：武小飞：李心缘：

教务处农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