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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五个主攻”

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的“东台样板”

孙局明/江苏省东台市副市长

近年来，江苏省东台市紧扣“融入长三角、建设新东台”主题，以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发展高品质、高效益农业，重抓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三农”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新提

升，农业增加值、农业总产值分别突破 100亿元、200亿元大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2万元，农业现代化水平位居江苏第一

方阵，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跃居全国第一。新时代、新征程中，东台市将聚力“五个主攻”，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

打造乡村振兴的“东台样板”。

主攻富民增收，紧扣发展核心，夯实乡村振兴之基

生活富裕的前提是产业兴旺，而农民富裕的前提必然是农业产业的兴旺发达。要紧扣农民富裕这一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任

务，猫准产业兴旺这一乡村振兴的关键基础，大力培育“4+N”特色主导产业，示范推广八大富民模式，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快速富裕。

全面提升“4+N”特色产业。整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持续组织实施每年 10万亩农业结构调整工程，重抓“四

个一”优势产业和一镇一特、一村一品，进一步做特一只瓜、做精一篮菜、做优一根丝、做大一棵树，挖掘提升一批特色产业、

特色产品，推动区域布局调“优”、主导产业调“强”、特色品牌调“响”、产品效益调“高”。

重点推广“八大模式”。积极示范推广现代农业富民、“一片林”富民、龙头企业富民、新经济富民、全民创业富民、电

子商务富民、生态旅游富民和光伏产业富民等“八大富民模式”。拓宽村级集体增收渠道，组织实施经济薄弱村挂钩帮扶行动，

发挥部门优势，强化帮扶措施，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兴建贸易市场、标准化厂房，培育专业合作组织，推进土地流转、统租分

红，实现开发型增收、经营型增收、服务型增收、物业型增收、合作型增收相结合。

扎实推进精准扶贫脱贫。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因人精准施策，推进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教育支持、健康扶贫、社保兜底

等扶贫政策落地见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鼓励民营企业家、社会组织、个人通过爱心捐赠、志愿服务、结对帮扶等

形式参与扶贫济困。实施电商扶贫工程，拓展农村贫困人群增收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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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攻绿色生态，坚持发展底色，绘就乡村振兴之美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加快建设特色田园乡村，突出发展

创意休闲农业，让农民从绿色、生态效应中获得更多收益。

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开展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创建，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全面推行测土配方和精准科学施肥，促

进农业节本增效。大力推广“粮食绿色生产为主，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的立体生态循环模式，实行稻田养鸭、稻田养蟹，

延长产业链条。

全面推进“一片林”和“河长制”。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继续加大“珍贵化、彩色化、效益化”树种栽植力度，

统筹推进农村绿化、城镇绿化、绿色通道、拓植桑园等造林工作，突出推进沿海新林场和成片林、森林小镇、森林村庄建设。

以全面深化“河长制”为抓手，组织开展河道“三乱”（乱占、乱建、乱排）专项整治。

加快建设特色田园乡村。抢抓全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示范市的机遇，从整体村庄定位、发展方向、用地布局完善规划设计，

对在建的重点项目布局和建筑设计上进行细化。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在村庄规划设计、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

乡村治理等方面形成一系列工作推进办法，选择有条件的村开展市级试点。

全域发展创意休闲农业。进一步放大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市效应，立足水乡风情、田园风光、滩涂风貌、森林风

景等特色资源禀赋，在全力打造“一林、一城、一镇、一村”核心景区基础上，着重实施创意休闲农业“345”工程，努力将创

意休闲农业打造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引领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新型支柱产业。

主攻科技装备，强化发展支撑，插上乡村振兴之翼

突出品种更新、技术革新、装备提升，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装备水平，切实增强科技支撑能力，为农

业农村插上腾飞的翅膀。

提升技术适用化水平。进一步引进稻麦、玉米、瓜菜新品种，示范推广无人机、毯状苗收获机等新机具和深耕深松、精量

播种、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推行农机农艺融合，大力开展绿色高产增效模式攻关，抓好麦秸全量还田机插秧高产栽培技术和

麦子精量半精量播种技术的示范应用。

提升作业机械化水平。主推麦秸杆机械化还田集成水稻机插秧技术、稻秸秆机械化还田集成小麦精量播种技术，严格控减

直播稻，积极培育集中供育秧基地，扩大集中供育秧面积。因地制宜发展林牧渔业、畜禽养殖、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生产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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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不断向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延伸，努力突破关键技术。

提升设施高端化水平。坚持“高端化、创意化、效益化”思路，重点发展 10米以上跨度钢架大棚、连栋大棚、玻璃温室大

棚，探索建设金字塔型大棚、“四角型”联体玻璃温室等创意大棚，每年新增设施农业 2 万亩左右。按照“高效性、精准性、

科学性”的思路，更新供肥施药设施，在现代农业园区、农业综合体率先探索统一的工厂化供肥施药，改“一家一户”施肥用

药模式为“工厂化”统一供肥施药模式。

主攻加工开放，拓展发展市场，健全乡村振兴之链

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以外向带动提升农业开放程度，着力打

造农业发展全产业链。

强化品牌引领。大力实施质量兴农品牌强农战略，提_品牌层次，深挖品牌价值，规范品牌运作，释放更多品牌兴农富民效

应。把质量建设作为核心，强化生产源头管控、农业投入品管理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创成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

重抓知名品牌创塑，鼓励和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申创“二品’品牌和地理标志农产

品。

强化市场导向。充分挖掘“东台蚕茧”、特色水产等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潜力，扩大东台农产品订单式生产规模，提升外向

型农产品品牌价值。持续加大“瓜儿熟了”旅游推介会、鲜菜网和鲜果网等平台载体宣传推介力度，投放公益性广告。利用中

国农交会、江苏农洽会等平台，努力突破农业利用外资项目，鼓励水产养殖行业扩大对日韩、欧美等市场出口，加快沙蚕养殖

基地建设，巩固日本、比利时等传统市场，拓展东南亚等新兴市场。

强化龙头带动。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加强农业对外交往与合作，提高农业外向化水平。突出龙头带动，

深入推进重点龙头企业培育工程，鼓励企业拓展规模、技改扩能、创新创牌、联农带农。重抓园区带动，扎实推进农产品加工

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功能配套。

主攻改革创新，注入发展动力，激活乡村振兴之源

着眼于人、地、钱三要素，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农业农

村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保障农业健康发展。鼓励种养大户、农村实用人才和青年致富带头人申办家庭农场，

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试点。

做实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坚持试点先行、分批实施、梯次展开、统筹推进，精心组织镇级复核、县级自查，确保土地确

权全部推进到位。健全完善土地承包信息管理系统，积极推进“三权分置”，指导农户有序开展土地流转，鼓励引导经营权向

家庭农场、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集中，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开展股份合作，提升入股土地的亩均产出，促进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集群、联合，发展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

统筹推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统筹推进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放活农地经营权。加强农村产权交

易市场建设，开展资产评估、项目推介、抵押融资等配套服务，推进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集体机动地及水面使用权、集体

经营性资产等八大类农村产权进场交易，着力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