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5卷第11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23年11月

Vol.45 No.11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Nov. 2023

DOI:
 

10.13718/j.cnki.xdzk.2023.11.003
卢勇珍,

 

刘拥春,
 

李天乐,
 

等.
 

基于SEM的海口市社区农园公众接受度影响研究
 

[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3,
 

45(11):
 

22-30.

基于SEM 的海口市社区农园公众
接受度影响研究

卢勇珍, 刘拥春, 李天乐, 闫桂荣

海南大学
 

热带农林学院,
 

海口
 

570228

摘要:社区农园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
 

但海口市还鲜有成熟的社区农园体系,
 

居民对引入社

区农园的态度将是推动海口市社区农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过对社区走访调查,
 

深入了解社区现有的景感营

造水平,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运用SPSS
 

26.0和AMOS
 

26.0软件,
 

研究其对海口市居民的社区农园接受度

的影响.
 

结果表明:
 

①
 

物理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心理认知;
 

②
 

心理认知正向影响社区农园接受度;
 

③
 

物理感知通过

心理认知的中介作用,
 

对社区农园接受度产生间接影响;
 

④
 

务农经历丰富的居民对社区农园接受度较高,
 

但参与

栽植的意愿偏低.
 

研究结论为揭示社区农园接受度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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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gardens
 

can
 

provide
 

rich
 

ecosystem
 

services
 

for
 

urban
 

residents,
 

but
 

there
 

is
 

no
 

ma-
ture

 

community
 

garden
 

system
 

in
 

Haikou
 

city.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ty
 

gardens
 

will
 

b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Haikou
 

Cit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munity
 

visits,
 

the
 

existing
 

level
 

of
 

landsenses
 

creation
 

in
 

the
 

community
 

was
 

deeply
 

understoo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was
 

adopted,
 

SPSS
 

26.0
 

and
 

AMOS
 

26.0
 

software
 

were
 

us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n
 

the
 

acceptance
 

of
 

community
 

garden
 

of
 

Haikou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Physical
 

percep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②
 

Psycho-
logical

 

cogni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cceptance
 

of
 

community
 

farm
 

garden.
 

③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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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had
 

an
 

indirect
 

effect
 

on
 

the
 

acceptability
 

of
 

community
 

gardens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④
 

Residents
 

with
 

rich
 

farming
 

experience
 

had
 

higher
 

acceptance
 

of
 

community
 

gardens
 

but
 

lowe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lanting.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
sis

 

for
 

reveal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garden
 

acceptance
 

and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refer-
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garden
 

in
 

Haik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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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
 

社区已呈现高密度发展态势,
 

有限的城市绿地使部分社区居民对自然

进程与规律的理解停留在书本,
 

社区中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相对隔离,
 

难以增加居民对自然的深刻体验与理

解.
 

同时,
 

乡愁记忆的渐远、
 

食品安全的问题与新冠疫情的冲击,
 

使得社区居民希望通过提高社区环境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促进社区的自然教育发展,
 

满足居民的健康需求[1].
 

近几年,
 

社区农园在北京、
 

上海、
 

广东、
 

成都等地都有所发展并得到了相应的政策支持,
 

社区农园逐渐展露优势并成为提高景感营造水平的

重要公共设施[2-3].
 

其中,
 

北京的“小毛驴”、
 

上海的“创智农园”、
 

湖南的“娃娃农园”等都是建设较为成功的

案例,
 

促进了当地社区生活圈公共设施的完善,
 

而发展适度规模且有归属感的社区生活圈正逐步成为营建

舒适人居环境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4].
 

目前海南省的社区农园发展相对落后,
 

在海南省会海口市,
 

除隐藏

在小区内部以及利用未建设的荒地进行的自发性种植以外,
 

仅有少量的社区农园实践项目,
 

比如江东新区

开发的农田“认养计划”,
 

还未形成规模性的社区农园体系.
 

然而,
 

随着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升,
 

人们

对高品质的居住环境和慰藉乡愁的需求都越来越强烈,
 

社区农园逐渐成为提高社区景感营造水平和促进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1 社区农园与景感营造

景感生态学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基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从自然要素、
 

物理感知、
 

心理认知、
 

社

会经济、
 

过程与风险等相关方面,
 

研究土地利用规划、
 

建设与管理的科学[5].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为

了获得最大的生态系统服务效能,
 

Zhao等[6]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提出景感营造技术,
 

它可以作为实现以上

双重目标的重要手段.
 

景感营造是指人们将自身某些愿景,
 

通过恰当的表现形式注入到一定的载体中,
 

使

人们能够从这一载体及其相关的表现形式领悟这些愿景的过程,
 

具有这种属性的载体被称为景感.
社区农园是指分布在城市社区内部或周边,

 

由居民共同参与种植的任何一片土地,
 

兼具种植与休闲功

能[7].
 

社区农园可以通过居民的共同参与,
 

将愿景融入农园并传递给他人,
 

具备显著的景感属性,
 

参与社

区农园的活动是愿景被认同和实现的过程,
 

也是典型的景感营造过程.
 

社区农园的建设与推广有利于创造

都市田园生活,
 

提升社区公众的参与性,
 

进而促进社区更新.
国外关于社区农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园管理、

 

社会效应、
 

健康效应、
 

生态效应4个方面[8].
 

国内的

研究则开展较晚,
 

相关学者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社区农园的发展模式方面[9-10];
 

目前广泛应用和研究的社

区支持农业模式[10-12]和教育—社交—放松—信任—健康(Education-Association-Relaxation-Trust-Health,

EARTH)模式[13],
 

其特点是农园和社区的物理距离较远,
 

虽然能较好地避免农园卫生和管理给社区带来

的负面影响,
 

但对于促进社区农园融入到居民日常生活当中的作用较小.
 

因此,
 

为加强“人—地”关系以及

“人—人”的联系,
 

牛晓菲等[14-15]对社区与农业相结合的新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
 

王鹏[16]则提出基于低成本

材料的社区农园营造途径,
 

还有学者在“朴门永续”概念基础上提出社区农园发展策略[17-18],
 

以及从社区农

园经营方面提出管理策略等[8,19].
 

关于社区农园与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研究也已经有一定的成果.
 

社区农

园直接服务于居民并影响其身心健康,
 

其目的是促进邻里和谐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提供大量的生态

系统服务.
 

而景感生态学致力于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作为探寻建设社区农园的新思

路,
 

因此张国钦等[20]从景感生态学的视角研究了建设健康社区的策略,
 

毛齐正等[21]研究了居住区公共活

动空间的景感特征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影响.
 

目前将景感生态学的景感营造技术引入风景园林领域的研

究不多,
 

已有研究多关注于城市立体绿化[22]、
 

工业遗弃地[23]、
 

自然保护区[24]、
 

城市公园[25]等景感营造手

段,
 

而以社区农园为景观营造方式的研究却较少,
 

其主要原因在于社区农园尚未得到广泛推广,
 

仍处于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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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发展阶段.
海口市社区农园的发展相对滞后,

 

为了促进社区农园在海口市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进一步研究居民对

社区农园的偏好及接受度,
 

分析其影响因素,
 

从而探索推广社区农园的有效策略.
 

社区是居民进行日常活

动的场所,
 

户外环境的景感营造水平深刻地影响着居民之间及其与自然的情感联系,
 

影响其归属感及其与

物质世界的连接.
 

因此本研究以海口市为例,
 

基于景感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对社区景观营造水平进行调查研

究,
 

并探讨其对社区农园接受度的影响,
 

提出以社区农园为景感的营造策略,
 

为提高社区的景感营造水平

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作贡献.

2 研究方法

2.1 概念模型搭建

居民对其社区的认知分为物理感知和心理认知,
 

是他们对社区的客观条件,
 

包括基础设施、
 

人际关系、
 

文化等的认识和评价[26].
 

唐立娜等[27]指出景感的表征指标主要为物理感知和心理认知,
 

因此结合景感生

态学理论,
 

本研究从物理感知和心理认知方面评价社区的景感营造现状,
 

探究其对社区农园接受度的影

响,
 

并基于前人研究确立了景感评价指标(表1),
 

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以下简称SEM)(图1),
 

其中物理

感知主要通过人体五感进行感知,
 

心理认知则为文化、
 

愿景等方面的认知.
 

基于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物理感知正向影响社区农园接受度.
假设2:

 

心理认知正向影响社区农园接受度.
假设3:

 

物理感知正向影响心理认知,
 

并通过心理认知间接对社区农园接受度产生影响.
表1 景感评价指标

维度 景感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来源文献

物理感知 植物丰富度 植物丰富度对居民的生理、
 

审美和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
 

通过视觉和嗅觉感知

Han等[26]、
 

唐立娜等[27]

空气新鲜度 空气清新度是指社区空气的洁净度,
 

通过嗅觉感知 Han等[26]、
 

唐 立 娜 等[27]、
 

石龙宇等[28]

公共设施 是指社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
 

包括道路、
 

路灯、
 

停车场和

健身娱乐设施,
 

通过视觉感知

Han等[26]

社区福利 包括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社会福利活动,
 

通过多

种器官感知

Han等[26]

景观美观度 社区内部设施和园艺景观的美观度,
 

主要通过视觉感知 姜芊孜等[29]

心理认知 社会关系—亲子

社会关系—老年人

提供人们交往的场所,
 

促进社群凝聚力,
 

构建和谐、
 

团结

的社区

Han等[26]、
 

姜芊孜等[29]

科普教育 服务于居民的科普教育空间 Han等[26]、
 

石 龙 宇 等[28]、
 

孙艳芝等[30]

地方认同感 唤起居民的往事回忆,
 

产生地方依恋感 孙艳芝等[30]

健康愈疗 为居民提供的接近自然的绿色空间有助于人们缓解压力

和提高恢复性知觉水平,
 

具有较高的健康愈疗效果

Han等[26]、
 

孙艳芝等[30]

休闲娱乐 提供多样的休闲和娱乐的户外空间 石龙宇等[28]、
 

孙艳芝等[30]

2.2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海口市为研究对象,
 

采用实地访谈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着重对已经开展自发性栽植活

动的小区进行调查.
 

在综合考虑小区建成时间、
 

地理位置、
 

自发性农业种植现状的条件下,
 

根据均匀分布

原则,
 

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4个小区,
 

即:
 

港东小区、
 

美舍苑、
 

桥西小区和中海锦城.
 

为扩大样本范围,
 

增

加人流量较大的海口市人民公园样地和填写较为方便的线上问卷(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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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调查区域后,
 

通过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
 

问卷包括社会背景、
 

景感现状评价、
 

社区农园接受度

部分,
 

其中景感现状评价部分的问题采用更加科学的5级李克特量表进行制作,
 

除此之外的题目均采用单

选与多选的形式.

图1 结构方程模型概念图

表2 样本点信息

样本点
建成

年份

自发性农业

种植位置

自发性农业

种植面积/m2
所属社区 备注

自发性农业

种植现状

港东小区 2000 屋顶种植 5
 

603 海口港社区

单位分配房,
 

基础设施落

后,
 

内部仅有一块9
 

m2

的健身场地,
 

绿化单一

美舍苑 2006 居住区外耕地 17
 

630 万华社区

小区中心有约2
 

400
 

m2

的活动广场,
 

停车较乱,
 

绿化单一

桥西小区 2009 居住区绿地 25 捕捞社区
基础设施较为齐全,

 

绿化

丰富

中海锦城 2017
居住区外美舍

河旁闲置绿地
10

 

547 中村北社区

基础设施齐全新颖,
 

物业

人员配备齐全,
 

植物配置

层次丰富,
 

有指定地下停

车场

人民公园 1954 - -
人 民 路 街 道

办事处

紧邻骑楼片区,
 

是骑楼居

民的主要活动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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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与权重分析

本研究收回有效问卷543份,
 

其中线下问卷347份,
 

线上问卷196份.
 

通过IBM
 

SPSS
 

Statistics
 

26.0
对量表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相关性分析和因子分析,
 

问卷通过了有效性测试(KMO=0.893;
 

Bartlett球形度检验p<0.001)和可靠性分析(Cronbach
 

á=0.810).
问卷量表由成熟量表发展而来,

 

使用IBM
 

SPSS
 

Amos
 

26.0
 

Graphics对预设量表结构模型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
 

其拟合程度良好,
 

可以接受假设模型(表3).
表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指标 X2 df X2/df GFI AGFI RMSEA NNFI CFI

可接受标准 N/A N/A ≤5 ≥0.8 ≥0.8 ≤0.08 ≥0.9 ≥0.9

本研究结果 232.923 74 3.148 0.942 0.918 0.063 0.947 0.963

  如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是影响综合评价结果的关键因素.
 

为降低因被访居民对社区农园的熟悉程度

差异所带来的偏差,
 

本研究采用加权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修正,
 

将居民不同的了解程度设定相应系数,
 

即:
 

非常了解=1,
 

了解=0.8,
 

一般=0.6,
 

不了解=0.4,
 

非常不了解=0.2[31],
 

从而使调研结果更趋合理.
将每个人的态度分值与对应的了解程度系数相乘,

 

并以其总和除以每个人的了解程度系数之和,
 

得出

修正后的居民态度值.
 

其计算公式为:

Q1= ∑
n

K=1
Qi·Si  /∑

n

i=1
Si

式中:
 

Q1 为考虑到了解程度的权重值;
 

Qi 为每个居民的态度分值;
 

Si 为被访者态度分值所对应的了解程

度系数;
 

n 为被访者的数量.

3 研究结果

3.1 物理感知通过心理认知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居民接受度

从路径关系和模型分析结果(表4,
 

图2)可以看出,
 

假设2和假设3的假设路径都获得实证数据支持,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在p<0.05的显著性水平下,
 

物理感知正向影响社区农园接受度的假设1没有得到验

证(β=0.215,
 

p>0.05);
 

心理认知正向影响社区农园接受度(β=0.371,
 

p<0.05),
 

假设2得到验证;
 

物

理感知对心理认知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β=0.922,
 

p<0.01),
 

假设3得到验证.
由马斯洛需求层次结构可知,

 

心理需求随着物理需求的满足而提高[27],
 

进一步验证了假设3的

合理性.
 

物理感知对社区农园接受度有间接影响,
 

影响系数为正数(0.922*0.371≈0.342),
 

表明物

理感知通过心理认知中介作用对社区农园接受度有积极导向作用.
 

例如基础设施较为老旧,
 

且仅有

9
 

m2 健身场所的港东小区,
 

物理感知评价和接受度最低,
 

小区内仅有的绿化被改造为停车位,
 

居民

表示如果有可建设的场地希望优先解决居民的出行问题,
 

再引入社区农园.
表4 路径关系检验结果

假设路径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Z 值 p 标准化系数β 假设检验

假设1:
 

物理感知→社区农园接受度 0.204 0.179 1.139 0.256 0.215 否

假设2:
 

心理认知→社区农园接受度 0.327 0.165 1.981 ** 0.371 是

假设3:
 

物理感知→心理认知 0.994 0.050 19.880 *** 0.922 是

  注:
 

***表示p<0.01,
 

呈极显著相关,
 

**表示p<0.05,
 

呈显著相关.

3.2 心理认知正向影响社区农园接受度

心理认知是认知要素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结果,
 

受周围环境和个人社会背景的影响,
 

在头脑中形成

对行为产生决定作用的认知结构,
 

从而影响社区农园接受度.
 

如果居民在社区中感知到较高的获得感、
 

归

属感和放松感,
 

会对引入公共设施丰富社区生活的措施持有积极的态度,
 

并希望促进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在研究样本中除中海锦城外,
 

具有较高心理认知水平的小区均形成了更高的接受度(表5).
 

中海锦城的心

理认知水平最高,
 

但接受度较低,
 

可能与居民对现有景观的认同以及对社区农园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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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尤其是社区农园管理的问题,
 

导致了对社区农园的较低接受度,
 

因此亟须全面科普社区农园知识并

同步引进更加完善的社区农园管理措施以缓解居民的担忧.

图2 社区农园接受度影响机制路径分析图

表5 不同样本点的景感现状水平和接受度权重

样本点 景感现状维度 景感现状 接受度权重(Q)

线上 物理感知
 

3.49 3.54 3.27

心理认知
 

3.59

港东小区 物理感知
 

2.41 2.58 2.71

心理认知
 

2.85

美舍苑 物理感知
 

2.68 2.96 3.01

心理认知
 

3.13

桥西小区 物理感知
 

3.10 3.15 3.13

心理认知
 

3.20

中海锦城 物理感知
 

3.85 3.79 2.57

心理认知
 

3.74

人民公园 物理感知
 

2.81 3.04 3.04

心理认知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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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务农经历丰富的居民对社区农园接受度较高但参与栽植的意愿偏低

利用权重分析和描述性统计,
 

结合“如果引入社区农园,
 

您愿意参与栽种吗?”问卷的结果表明,
 

被调查

者参与栽植养护的意愿强烈且明显高于引入社区农园的意愿(Q=3.62>2.95).
 

通过分析社会背景与栽植

意愿的相关性,
 

发现被访者的栽植意愿随着务农经历的丰富和了解程度的加深而降低(图3、
 

图4).
 

本次调

研人群年龄集中在20~50岁,
 

占比79.9%,
 

且54.3%的受访者表示20岁之前主要生活环境为县城和农

村,
 

此类受访者多为曾经被生活所迫承担大量农活的人群.
 

较少或缺少务农经历的人群对参与过的农业活

动有着较好体验,
 

因此更愿意参与社区农园的栽植.
 

但结果亦显示,
 

务农经历丰富的人却更支持引入社区

农园,
 

这与王志芳等[7]的研究结论一致,
 

其背后原因可能是,
 

该部分人群比较排斥往日辛苦劳作的感受,
 

但是习惯且偏好农业景观,
 

同时对社区农园的认知停留在幼时印象当中,
 

因此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结论:
 

务

农经验丰富的居民愿意在社区内引入社区农园公共设施,
 

却偏向于不愿参与栽植,
 

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高档社区中海锦城的接受度最低但栽植意愿较高的结果.

图3 不同务农经历人群的栽植意愿权重 图4 不同了解程度的栽植意愿

4 社区农园景感营造思路

依据研究结果,
 

结合各社区的不同景感要素影响程度,
 

本研究提出了以下社区农园景感营造策略,
 

具

体包括:

4.1 选择物理感知维度评价较高的社区进行推广

优先将现代都市农业景观引入具有较高物理感知营造水平的新建居住区.
 

海口市老旧小区数量多,
 

设

施陈旧老化,
 

建设用地紧张,
 

本地中老年群体居多,
 

活动以下午茶、
 

棋牌和观看海南戏为主.
 

相比之下,
 

新

建居住区景感营造良好,
 

外地居民较多,
 

接受新事物和栽植养护的意愿更强,
 

更利于推动社区农园的可持

续发展.
 

对于可建设场地有限的老旧小区,
 

可优化其道路、
 

路灯、
 

停车位等公共设施后再决定是否可以引

入社区农园.
 

在海口市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支持下,
 

其物理感知要素同步得到较为全面的改造与提升后,
 

可以激发居民对社区农园更广泛的需求,
 

进而提高居民的社区农园接受度.
 

通过社区农园景感的营造,
 

还

可反向完善社区的公共设施,
 

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与社区的景感营造水平.

4.2 提高社区农园的物理感知和心理认知水平

要通过社区农园的物理感知和心理认知维度来提高社区环境的景感营造水平,
 

需要丰富社区农园景感

体验,
 

进而增强社区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
 

在物理感知方面,
 

可提高社区福利水平,
 

针对社区农园进行合

理的场地布局,
 

提供充足的游憩场地和休息设施,
 

确保社区农园的干净卫生,
 

充分利用不同品种、
 

不同形

态的蔬菜水果,
 

结合园林和树木提升社区景观风貌等.
 

在心理认知方面,
 

需要提高社区农园的科普教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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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亲子社会关系,
 

结合施肥、
 

浇水等日常维护活动以及堆肥装置、
 

雨水收集装置等,
 

设置刊有详细解说

其原理与构造的科普指示牌,
 

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园艺知识并贯彻自然环保理念,
 

实现与自然更加融合;
 

同时设置亲子交流场所,
 

在农园内划定一定的区域,
 

让儿童在家长的陪伴下亲手参与搭建种植平台,
 

共同

参与社区农园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有条件的社区还可以组织种植后期的产品交流会,
 

如丰收节、
 

农产品互

换活动、
 

种子漂流等参与性活动.

4.3 进行社区农园示范性建设

海口市鲜有成熟的社区农园体系和针对性的发展政策,
 

发展较为缓慢,
 

基于前文的研究,
 

全面推广社

区农园需紧跟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脚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首先,
 

完善城市绿地管理与建

设,
 

鉴于社区农园面积小、
 

效益高和可移动的特点,
 

可考虑将社区农园作为提升景感营造水平和生态系统

文化服务的合法公共设施,
 

从政策上着力解决社区农园的管理、
 

维护、
 

土地利用方式等问题,
 

从根源上解

决社区农园和物业管理之间的矛盾,
 

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
 

其次,
 

通过引介上海、
 

长沙、
 

北京等优秀案例,
 

全面普及社区农园知识,
 

促进居民对社区农园的全方位认知;
 

最后,
 

选取适宜社区作为示范性项目,
 

根据

海口市的气候条件、
 

人群夜晚活动的特点、
 

居民的偏好和愿景,
 

进行社区农园景感设计,
 

全面推动社区农

园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本研究以海口市为例,
 

分析了影响社区农园接受度的景感现状因素,
 

提出了适合海口市的都市农业景

观建设策略.
 

如何提高社区农园的接受度,
 

如何全面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共同参与社区农园的设计、
 

营造、
 

维护和管理是当前社区更新的重要方向.
社区农园最大的特色是居民以共建共享的方式进行园艺活动,

 

是居民进行种植和交流的空间,
 

对于提

高海口社区的空间营造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手段.
 

而景感生态学理论的运用可助力社区

的健康发展,
 

目前可通过调整影响社区农园接受度的相关因素,
 

提升居民对农业景观的接纳程度,
 

使社区

农园在海口市得以顺利推广,
 

促进社区与农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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