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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贵阳，满眼郁郁葱葱，处处生机盎然。 

6 月 16 日至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指出，贵州要加快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加

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

联通化、居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产业发展融合化。 

总书记的讲话如强劲的春风吹拂着贵州这片热土，对新常态下贵州“三农”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贵阳市迅速召开贯彻部署会议，提出以都市现代农业为龙头，从扶贫入手抓好“脱贫

摘帽”工作，从产业入手加快发展都市现代农业，从主体入手大力引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从基础设施入手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从公共服务入手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推动“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 

在此之际，贵阳召开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和美丽乡村建设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观摩推进

会，在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的道路上再出发、再部署。 

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作为贵阳的“弱势产业”，新常态下，贵阳“三农”工作如何

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经过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贵阳人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将都市现代农业作为贵阳市“三农”工作的主要抓手。 

农，天下之大本也。发展都市现代农业，这是贵阳深入思考自身发展特点后做出的重要决

策。 

这决策来源于贵阳独特的区位优势。作为全省唯一的特大城市，贵阳有着 450 万市民巨大

的农产品市场需求，市民“买菜难、买菜贵”等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全市人均耕地只有 0.7

亩，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程度低，农业基础薄弱。 

这决策来自于贵阳独特的资源禀赋。作为西南的十字路口，随着贵广、沪昆等重要干线的

陆续建成通车，贵阳迎来“高铁时代”，为有效承接产业转移和农产品物流提供高效便捷的绿

色通道；贵阳也具备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初步形成了 5 个优势产业区、6 个特色经济

作物产业带、10 个特色产业板块，知名品牌、特色优势农业已占全部农业总产值的 80%。 

按照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贵阳制定了《贵阳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4—2020

年)》，明确了“两区一带多元八模式”的总体布局。同时，以农业园区和美丽乡村建设为载

体，大力推进都市现代农业发展。 

园区建设上，按照“园区生态化、农业都市化、技术标准化、产业特色化、发展融合化、

投入多元化”引领的原则，加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积极拓展园区功能，加大培育经营主体，

发展都市休闲观光农业，全市 80%以上的园区具备都市休闲观光功能。同时，加大园区的“四

大中心”建设，突出技术“标准化”，积极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施

、新设备”配套组装，提升园区的核心竞争力。 



美丽乡村建设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建设，优先选取农业示范园区和旅

游景区内的村寨作为美丽乡村“提高型”示范点进行打造；强化资金统筹整合，使资金项目更

加集中；同时，将建立示范点长效管理机制和对已建成示范点进行日常维护抽查纳入对县级党

委政府的考核指标，有效避免了“一年建设，两年完成，三年打回原形”现象出现。 

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为切实解决贵阳市农村

环境“脏乱差”问题，努力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贵阳市出台了《关于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的行动计划(2015—2017 年)》，提出用三年的时间，分步实施，实施包括编制完善村庄规划

、治理农村垃圾、治理生活污水等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项任务”，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自 4 月份启动以来，整治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以农业园区和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贵阳在打造都市现代农业升级版的道路上大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