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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示范新蓝图 促农发展六增益

——记江苏省苏州太湖现代农业示范园

商 蓉/本刊记者

春天的太湖水暖鸭知，沿岸的细柳新绿盎然。依托 23 公里湖岸线和 3300 余亩环太湖生态保护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

禀赋塑造了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农业发展的先天优势，同时也拓宽了临湖镇发展现代农业、带动农民增收的前景。苏州

太湖现代农业示范园就位于美丽的临湖镇。

蓝图画就 耕耘已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作品里的这两句话，很好地诠释了人们对土地深深

地热爱。当年轻精干、双眼炯炯有神的苏州太湖现代农业示范园党工委副书记仉勇讲述着示范园区未来的发展时，他的眼中是

那份对土地的深厚情怀。

“纳入示范园区的土地，完全可以租出去让大户们种植，但要想打造出有特色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得从源头和生产环节

上就把控好，所以我们将全镇农业用地全部纳入园区进行统一管理。8年前我曾在临湖做过镇长助理，所以我对这儿有着很深的

感情，我希望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真正有益一方百姓的产业。”这个曾经学习土地与农业化学的南农学子正在用他的实干精神

引领着园区发展的脚步。

2018 年，万亩高标准良田示范区创建市级农业示范园区；2019 年，园区临湖板块在己获得江苏省现代渔业示范园区（养殖

业板块）和创建市级农业示范园区（种植业板块）的基础上，创建省级农业示范园区；2021 年，园区以传统种植业、特色养殖

业和高效园艺业“三大主导产业”为基础，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土地资源的整合是园区发展的基础，将全镇 3.4 万亩农

业用地整合到农业园区，实现全镇农业“一盘棋”，发展“全域农业”。示范园区的规划蓝图己制定完成，万亩高标准良田示

范区建设是今年的工作重点，其中 1156 亩核心区又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个集农田物联网、卫星遥感、作物精确管理模型于…体的‘稻麦智慧管理系统’将被应用于水稻种植。该系统可实时

提供水稻生长情况和农田环境的详细信息，如叶层氮含量、土壤温度等，通过定量分析、定性诊断，为水稻生长提供精准的管

理‘处方’。”园区负责技术指导的徐金泉农艺师不无自豪地介绍道，“应用了稻麦智慧管理系统后，水稻亩产量将增长 5%左

右。我们的这套系统建成后，在整个苏州地区将是最先进的智能化稻麦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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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智库 人才引领

园区的高起点规划完成之后，实施创建还得依靠强有力的人才队伍。为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团队，

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园区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规划：一是设立农发公司党支部。农业园党工委

将下设公司“两新”支部，以党建引领园区发展，由党员领办重点项目，实现党建走进田间地头。二是培育本地职业农民。整

合全镇劳动力、农机资源，以镇劳务合作社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镇农机合作社培育本地农机手，逐步将本地有从事农业愿望

的农村劳动力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通过以老带新，培育一支热爱农业、扎根农村的本地新型职业农民。三是鼓励大学生返乡

创业。目前已引进了“江苏省十佳新型职业农民”、吴中区东湖家庭农场主徐斌，示范带动更多的人才回乡创业。四是加强校

企院企合作。积极向中农大、南农大“借智”，以苏州市农科院入驻农业园区为契机，加强院企合作、校企合作，指导农业生

产，提供科研支撑，提高服务水平，建立农业园区发展专家智库。

20个当地的职业农民将成为产业工人，他们将负责 6789 亩农田“一粒米”的生产。双速度叶轮增氧机、微耕机、自动履带

喷雾机……先进的农业机械将被安放在 1100 平方米的农机仓库中，还有 20 台烘干设备、2000 吨的干谷仓以及稻谷加工流水线，

这些都将成为他们的帮手，加上高科技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应用，20 个人就能轻松管理 6000 多亩农田，可实现从一粒种子到一粒

米的全程质量可追溯，建立起以“吴中大米”为代表的地域公用品牌的标准。同时园区引进的自然农法、慈善农耕、稻田画等

体现水稻不同种植模式的项目也蓄势待发。

创新示范 促农六增

“临湖镇拥有 23 公里东西太湖湖岸线，我们本着因地制宜发挥区位优势的原则，打好‘太湖’牌，发展种植、养殖和园艺

产业，将园区规划定位‘农文旅’结合，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努力打造乡村振兴的苏州典范。”

仉勇副书记讲到示范园区未来走向时，用了“苏州典范”这个词，能给这个词增加丰富内涵和底气的是他们提出的“一带、三

圈、六区、十八景”的发展思路。

“一带”，即环东、西太湖 23公里湖岸线农旅、文旅休闲带。“三圈”，即以江苏省现代渔业示范区为核心的现代渔业养

殖圈，以万亩高标准良田为核心的智慧农业种植圈和以千亩花海为核心的高效园艺产业圈。“六区”，即智慧农业体验区、特

色田园体验区、产业融合体验区、农业科普示范区、主题活动体验区、生态养生体验区。“十八景”，即以环太湖农旅休闲带

为主线，串起沿线 18 个农旅、文旅景点。

愿景的发展思路经过精心打造之后，最终将达到六增的效果：一是农业增效。整合全镇土地资源实行规模经营，新技术、

新设施、新产业、新管理，培育“三大主导产业”，打造以“吴中大米”为代表的镇级农广品公用品牌，提尚临湖农广品知名

度，增加临湖农产品附加值，推进一二三产融合，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二是农村增色。农业园区的全域发展，带动沿线

农村特别是环太湖区域的农村环境提升，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增加相应的旅游配套，推动农村环境面貌改善。三是经济增

强。组建苏州临湖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将全镇各村辖区土地纳入农业园区，统一发包规模经营，以不低于市场价租金返还

各村。农业园区项目及载体吸引各村或联合公司参与投资建设，增加村级经济收入。四是生态增优。在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规

划布局，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的同时，通过不断完善种养殖尾水生物处理系统，打造环太湖生态休闲带，建设生态公园和湿

地公园等措施，逐步优化园区周边生态环境。五是文化增智。通过筹备建设的乡村振兴学堂、农业体验营以及太湖流域农耕文

化博物馆，宣传党建引领，传递太湖流域农耕文化和传统文化，培育农业品牌与本地文化相融合，教育和提升村民素质，将农

业园建成未成年人教育基地。六是农民增收。让全镇农民享受园区发展成果，把农村劳动力培养成为农村职业农民，通过产业

就业增收、集体经济分红助收、农家乐民宿发展带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是园区发展的最终落脚点。

苏州太湖现代农业示范园未来发展场景是令人憧憬的，它的尚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闻平台支撑及高效能服务将构建出

一个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设施配套、三产融合、效益显著的现代农业示范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