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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观察

庞万兵/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近

年来着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走出了一条

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六合农业产业结构历史状况

粮食市场过剩，压粮扩林扩菜阶段（2001〜2005 年）。2003 年，粮食面积从 2000 年的 76.4 万亩回落到历史最低值 59.25

万亩。2002〜2004 年，岗坡旱地共新植杨树 12.45 万亩。2005 年，粮食总产由 2000 年的 34.9 万吨下降为 26.8 万吨，蔬菜产

量上升到 95.1 万吨，农业总产值 33.55 亿元，其中农业 19.84 亿元、林业 0.76 亿元、牧业 7.68 亿元、渔业 4.42 亿元、服务

业 0.85 亿元。

粮食生产回升，各业协调发展阶段（2006〜2010 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粮食种植面积逐年增加，2⑻7年达到新

世纪以来历史高值 75.77 万亩。2010 年，粮食总产 32.3 万吨，蔬菜 93.1 万吨，农业总产值 55.48 亿元，其中农业 35.36 亿元、

林业 0.97 亿元、牧业 9.49 亿元、渔业 7.37 亿元、服务业 2.29 亿元。

稳粮控畜，现代农业起步阶段（2011〜2015 年）。2011 年编制《六合区高效设施农业发展规划 2011-2020》，主线是打造

江苏省高效农业领先区，市级财政补助比例达到设施造价的 50%，现代设施园艺、休闲观光产业、设施渔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

2015 年，全区粮食种植面积 73.4 万亩，蔬菜面积 48.5 万亩，全区设施农业面积达 18.9 万亩，高标准农田面积达 59 万亩，粮

食产量持续稳定增产，实现十二连增。农业总产值 96.8 亿元，其中农业 64.6 亿元、林业 4.6 亿元、牧业 10.3 亿元、渔业 13.9

亿元、服务业 3.4 亿元。

扩菜稳粮，供给侧结构改革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国民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2017 年小麦种植面积压缩至 25.5 万亩，夏粮总产 8.9 万吨，种植水稻面积 50 万亩。控制家畜养殖规模，家畜养殖量在 25.5 万

头。扩大优质水产养殖面积至 5 万亩，新增 3 家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基地，种植绿肥和休耕农田 3 万亩。

农业生产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

养殖业发展空间受限。南京市明确了畜禽重点养殖区域为绕越公路以外地区，以内的要逐步迁出，远离城镇、重要湖泊和

饮用水源地。市区陆续出台了“两减六治三提升”行动方案，大幅压减了养殖业的地理空间，位于竹镇的伊利牧业也受到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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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奶牛规模的限制，金牛湖、河王湖等各大水库陆续退出人工养殖。

农业园区发展不快。全区农业园区核心区不集中，企业布局分散，呈点状分布，未能形成聚集效应。入园科技型企业不多，

园区与农业科研院所、高校协作紧密程度不够，科技含量不高，建设投入不足。园区外围的东部、西部、北部干线公路全面建

成，但园区内部道路系统、水电设施等基础建设滞后。

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缺乏农业科研类企事业单位，与在宁、在地农业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不多，全区街镇农业服务中心、

兽医站等推广单位机构健全，但农技人员还存在在编不在岗现象，人员年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出路和对策

依托农业规划，引领都市农业发展。按照全市构建“一环一带四区”都市农业发展格局的总体思路，根据现状基础、资源

禀赋条件、未来发展需求，六合被定位为绿色生态农业区。要突出农业的“都市”特质，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推进八大

产业齐头并进。各街镇、单位要一张蓝图走到底，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编制的规划不能成为“锁在柜子中的文献”，束之高

阁，要编以致用，按照规划去投资建设、布局产业、招商引资、培育品牌。

培育优势产业，壮大农业龙头企业。种植业要在加强粮食良种化、规模化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绿色果蔬、彩色苗木、特种

水产等产业，着力培育绿色蔬菜、鲜果茶叶、彩色苗木等，提高优良品种覆盖面。水产业要发展河虾、龙虾养殖、四大家鱼等

区域优势产业，增产量、促增收。养殖业要按照“总量控制、科学布局、生态优先”的原则，畜禽规模养殖场全部达到省级示

范场标准，控产量、提品质、增效益。要充分利用丰富的林业资源，发展壮大苗木、中药材等森林经济，推广林下养鸡（禽）、

林（果）茶套种等复合种养模式。大力培育家庭农场为主的新型主体，发展订单农业，按照《六合区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扶持办

法》，努力培育“十亿”量级农业龙头企业，真正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以出口促增产、以加工促增效、以就业促增收。

建设农业园区，打造现代农业样板。加快园区管理平台的实体运作，实行编制、人员、财务、管理、考核单列。集聚全区

之力，打造农业“三区三带九园区”，差别化建设 9 个现代农业园区，使园区成为现代农业的主要载体，把沿北部干线竹镇、

马鞍、冶山的现代农业串成线、连成片、聚成面。强化人才的招聘，探索与农业院校合作，定向委培农业工程、项目管理、园

区建设方面的人才，毕业后到园区工作。编列专门预算，支持园区核心区建设基础设施，建立专项财政贴息资金杠杆，撬动社

会资本投入。

开展农技服务，培育社会服务组织。进一步落实《农技推广法》有关规定，街镇农技推广机构应设置农业技术推广、农产

品质量安全、农业有害生物防控、农机管理与技术推广等岗位。推进街镇农技人员人事权的双管改革，从机制上解决在编不在

岗、不能有效服务于农业生产的难题，逐步实现农业专业技术岗位占比 100%的目标。建议由区农业主管部门进行基层农技推广

工作的考核，把工作业绩记录在案，作为街镇农技人员晋升职称、评先评优的主要依据。逐步增加财政资金对农技推广的事业

经费，用于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按照区编委出台的改革方案，明确在编工作人员的岗位，细化其行政性职责和农技推

广任务，一岗双责。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道德教育，提升农技人员的使命感、荣誉感，以全省最美农技员、最美乡村兽医为榜

样，激励大家在为农服务的岗位上建功立业。以科技兴农为抓手，做好粮食高产创建、科技入户、挂县强农等项目。加强农业

信息化建设，充分运用省农技耘、农业 12316 短信等工具，提高服务效率。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发展精准农业、智

慧农业。重点建设“一个中心、两个平台”，即六合区农业电商创业服务中心、竹镇、马鞍现代农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推进

永鸿巴布洛“云厨一站”全产业链健康发展，积极引导农业市场主体发展电子商务，帮助特色产业与电商嫁接，促进产销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