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3.080 

A 00 

团 体 标 准 
T/CAS XXXX—2023 

 

农创客基地建设指南 

Guidelines for construction of rural maker base 

 

（征求意见稿） 

 

 

 

 

 

 

 

 

X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中国标准化协会 发布 

 

内
部
讨
论
资
料
，
严
禁
非
授
权
使
用



T/CAS XXX—2023 

I 

 

 

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会

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88416788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联网及内部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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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建德市委人才办、建德市农业农村局、建德市人力社保局、大同镇人民政府、

共青团建德市委、中国计量大学、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易康智库（杭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跨联智库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佳、周立军、赵玲玲、李晓乐、郑莹、孙陈如、诸葛翀、杨乙楠、于化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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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创客基地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农创客基地的建设原则、建设内容、管理机制等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省、市、区（县）、乡镇（街道）、农业产业园区等推进农创客基地建设相关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中文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创客 rural maker 

指的是年龄在 45周岁以下，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有创意理念、创新精神、创业热情的投身现

代农业的创业者或就业者，且在农业技术、模式、营销、产品等方面有创新突破。 

3.2  

农创客基地 rural maker base 

农业产业资源丰富、配套完善、特色鲜明，并制定出台了农创客招募引进、培育、留用等具体

政策的区域化农业产业集聚区。 

4 建设原则 

4.1 坚持优势产业融合发展。发挥当地特色产业优势，推进与乡村新兴产业、体育、会展、文化、

互联网等其它产业的融合发展。 

4.2 坚持规划先行。科学制定基地建设方案，明确指导思想、发展规划、目标定位、建设内容，优

化发展环境、配套设施、政策措施，根据区域特点、产业优势，形成不同类型的基地模式。 

4.3 坚持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基地显著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

保护乡村生态体系，有效治理乡村环境污染。 

4.4 坚持引育英才、高效用才。坚持培养与引进相结合、引才与引智相结合，拓宽乡村人才来源，

用好用活人才。 

4.5 坚持完善机制、强化保障。深化乡村人才培养、引进、管理、使用、流动、激励等制度改革，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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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内容 

5.1 基地规划 

5.1.1 基地规划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规划单位编制，结合资源特色，合理划分功能区域。 

5.1.2 基地宜发挥当地特色产业优势，与其它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不同类型的基地特色。 

5.1.3 基地空间布局合理，开发方式严格遵守国家在土地、环保、安监等方面的相关政策。 

5.2 配套设施 

5.2.1 对外交通便捷，外部道路的交通标志和标线应符合 GB 5768的规定。 

5.2.2 建立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附属设施，如农创客服务中心、仓库物流中心、电商直播中心、

产品展间、多功能会议室等。 

5.2.3 完善供电、供水、排水、消防、通讯、绿化、卫生、安保等基础配套设施。 

5.2.4 加强饮水、垃圾污水处理、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5.2.5 建立独立的创客空间，开设独特展示科普空间，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5.3 配套政策及服务 

5.3.1 政策支持 

5.3.1.1 制定有效的扶持政策，如房租、经营场地、水电费、税费、贷款利率等资金补助政策。  

5.3.1.2 制定农创客资格认定标准，定期开展资格认定，建立农创客数据库，对符合条件的农创客

给予落户、住房保障、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支持。 

5.3.2 公共服务 

5.3.2.1 提供融资渠道，开展融资服务，如创业扶持基金、小额贷款资金等。 

5.3.2.2 组织高等院校、团体、科技单位等提供技术和智力服务，开展咨询活动。 

5.3.2.3 搭建集农产品展销、办公培训、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等为一体的线上服务平台。 

5.3.2.4 提供独立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服务，有专业团队运营，定期维护，及时更新内容。 

 

5.4 农创客招引 

5.4.1 入驻要求 

5.4.1.1 45周岁以下，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5.4.1.2 以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和创业孵化为主，有一定运营经验。 

5.4.1.3 在本地注册，产权清晰，自主合法经营。 

5.4.1.4 代表地方资源特色和产业优势，突出新技术、新业态。 

5.4.1.5 有较好的成长性，在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上发挥积极作用。 

5.4.2 人才引进 

5.4.2.1 宜针对创业群体、尖兵人才、青年学子等，构建全周期人才引进服务体系。 

5.4.2.2 宜吸引和推动创业团队开展创业、创新活动。 

5.4.3 营销推广 

5.4.3.1 参加由各类主管部门牵头的宣传营销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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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 建立宣传营销方案，有专人进行新媒体维护，并定期进行内容更新。 

5.4.3.3 每年在宣传营销方面投入，持续举办大学生农创日、农创客大赛、优质项目评比等活动。 

5.4.3.4 宜在主流媒体进行广泛宣传，争取相关新媒体支持，开设农创客专栏。 

5.5 农创客培育 

5.5.1 建立具有专业资质和创业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或专家团队，提供指导和服务。 

5.5.2 制定切实可行的年度培训工作计划，有明确的创业培训项目及课程，提供一定量的免费培训。 

5.5.3 建立农创客品牌培育体系，如培训基地+现场教学+农创客等培育模式。 

5.5.4 加强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农创客导师制度，开展创业指导帮扶。 

5.5.5 注重学历教育，支持高校面向农创客开展研究生教育。 

5.5.6 组织农创客到农业龙头企业挂职锻炼，参加中央省市级高素质农民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等。 

5.6 农创客留用 

5.6.1 提供特定场所和空间，便于基地内农创客团队开展相互交流。 

5.6.2 定期组织农创客活动，活动不限于沙龙、论坛、集市、农创日、成果展、项目推广等。 

5.6.3 创客活动宜提前对外公开发布，加强与外部的互动，传递创新理念。 

5.6.4 宜线下建设农创客中心，成立农创客发展联合会；线上打造农创客数字平台，开发数字场景，

提供数字化服务。 

5.6.5 组织省市县农业领域相关专家与农创客结对，提供技术支持。 

5.6.6 与知名电商等企业对接，做好销售对接服务。 

5.6.7 依托投资机构做好创业服务，打造农业领域创业的全程孵化链条。 

6 管理机制 

6.1 组织建设 

6.1.1 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并配置一定数量的管理人员。 

6.1.2 基地所在地的主管部门为管理主体和监督主体，基地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企业为实施主体。 

6.2 管理制度 

6.2.1 建立明确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工作计划、进度安排合理，服务规范。 

6.2.2 完善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人员管理、经营管理、物业管理等规章制度。 

6.2.3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对安监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演练。 

6.3 运营机制 

6.3.1 宜设立基地管理委员会，负责基地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计划，对重大需求进行讨论和协调等。 

6.3.2 宜聘请优秀创客及创业家等组成顾问团，为发现、扶持有前景的项目和团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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