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不断推进，都市农业逐渐成为代替传统农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主
要发展模式。本文旨在探讨上海市崇明岛如何通过发掘和应用崇明岛现有渔文化资源，合理搭配新质生产力，
促进渔业经济增长，进而推动都市农业发展。文章首先分析崇明岛渔文化资源以及都市农业的现状，分析崇明
岛渔文化资源的发展存在的局限，然后深入探讨渔文化资源应如何与新质生产力相结合，最后提出对应的都市
农业发展策略和建议，以为其他都市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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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明确提出在2035总体规划中指出，乡村地区是未来大都市空间以及国际大都市功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通过转变生产方式来带动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建设美丽乡村。同时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上海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有着积极效果。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对行业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能，但目前传统生产力发展已不
适用新时代，需要结和新质生产力去保护和发展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文化资源是是推动发展乡村振兴，建设
文化强国和美丽中国的重要保障之一。上海崇明区具有丰富的渔文化积淀，且当前处于改革的前端，在文化资
源保护和传承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善渔文化资源的应用方式。“文化经济”
也算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它在根本上符合新质生产力所具备的条件和特点，且它的价值与经济越发显著。

在崇明岛渔文化资源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度挖掘和去发现，并结合文化经济这一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
利用好文化资源的方式，培养能够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的人才队伍。进一步丰富崇明岛的文化旅游产品，积极带
动崇明岛旅游行业的整体发展，带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渔民以及崇明岛村落需要利用好崇明岛的传统的渔业传说、习俗，讲好渔文化故事，展示崇明岛渔业魅力。
架好品牌底座，让市民可以积极参与宣传过程中。政策积极扶持，稳定渔文化资源发展基础。人才是第一资源，
完善”引进、留住、使用“人才机制，为乡村振兴工作“续航”提供强劲有力的人才支撑。

崇明岛渔文化现状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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