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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好富民田 争当先行区 

王向红/江苏省涟水县委书记 

 

涟水县立足传统农业大县的基础优势和资源优势，将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快脱贫攻坚作为全县七大战略重点之一，大力实施

“一路一廊”战略，布局发展“两区四园五圈十村”，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全力打好产业富民

攻坚战，走出了一条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彰显涟水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被评为全省“平安农机”示范县、全省水利科

技先进集体，红窑农业园区创成国家级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五岛湖获批国家水利风景区。《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多家主

流媒体报道推介了涟水县“三农”工作。 

一、紧扣“特色化、优质化”，着力做优产业富民文章 

坚持把做大富民产业，作为充实农民“口袋”的重要路径，着力打造古淮河沿线和淮涟结合部特色产业带，提升农业产业

创造财富能级。一是推动特色产业“立”起来。围绕“一镇一业、一村一品”，聚力培育了食用菌、中药材、鲜切花、瓜蒌、

芦笋等一批优势新兴产业，先后建成红窑、梁岔等乡镇 3000亩芦笋种植基地，南集、前进、徐集、五港、陈师等乡镇 1.2万亩

瓜蒌、中药材种植基地，保滩、红窑、五港等乡镇 3.1 万亩花卉苗木基地，高沟、麻垛、义兴等乡镇 2000 亩食用菌产业基地，

连片成带，形成了全县现代农业百里示范带，亩均效益均超万元，直接带动全县 1.5 万户农户增收致富，成为农民致富“黄金

带”。二是推动新兴产业“火”起来。以“农业+旅游”为引领，打造点线面结合的休闲农业品牌体系，启动保滩花弁小镇、尚

沟缘来小镇、红窑云锦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建设，新培育万福葡萄、小乔生态景观等 2 个主题创意农业，建成涟水百花园、保

滩银果叶、大东瓦滩等 10个乡村旅游示范点，打造红窑颜下庄、金鸡坨等一批 4A级休闲观光主体，其中占地 1500亩的金鸡坨

生态农庄主打乡土文化品牌，通过村庄民宿、农家乐、农副产品销售等方式，带动村集体和群众共同增收致富，运行三个月接

待游客近 3万人次。顺应“互联网+”新趋势，落实省市“一村一品一店”建设行动计划，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创成 4 个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农产品网上年销售 20 亿元以上，成集镇永锋村电商产业园运作模式成为全省典型。三

是推动主导产业“强”起来。立足全县现代农业发展整体规划，做大做强优质稻米、设施蔬菜、高效林果、生态养殖等主导产

业，研究出台《涟水县 2016 年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按照每亩 400 元的补贴标准，

扶持种植有机稻米，在成集、南集、红窑、朱码等乡镇新发展连片种植 3000亩，打造了“安东米富”有机稻米品牌，带动周边

800个农户年增收 200余万元。深入开展粮食增产整体推进工程，积极推广主推品种，培育优质品种万亩连片种植示范区，建成

绿色无公害大米基地 50万亩，打造 5个万亩绿色闻产稻麦不范片。 

二、紧扣“产业化、链条化”，着力推进“接二连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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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项目为王”理念，紧紧围绕“夯实基础、扩量提质”主线，聚焦载体、培育项目，推进农业“接二连三融合”

发展，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项目平台由弱变强。统筹推进国家、省、市、县级现代农业园区“四级联创”，实现县级农业园

区全覆盖，培育打造了南集万亩现代农业园、徐集千亩果蔬采摘园以及“百花园、百药园、百菌园、百果园”等一批特色农业

园区，其中百花园规划面积 1 万亩，一期项目 2017 年 10 月 1 日建成开放，两个月累计接待县内外游客 6 万余人次；百药园规

划面积 1.2 万亩，目前流转土地 1 万亩，累计签约 20 个中草药种植项目，正全力打造中医药养生小镇；百菌园规划面积 5000

亩，己形成 2000 亩种植规模，产品销往日本、韩国等国外市场；百果园规划面积 1.5 万亩，已具有 5000 亩种植基础，各类园

区承载农产品加工业、流通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 80余个。二是项目积聚由少到多。建立农业招商引资项目库，完善农业招

商引资项目管理办法，注重外商资本、工商资本、民营资本“三资”并进。瞄准世界 500 强、领军型企业和上市公司，有计划

地组织农口部门和农业重点乡镇，赴山东、安徽、厦门等地开展现代农业招商活动，重点引进产业融合度高、产品附加值高、

利益联结紧的精深加工项目。2017年新开工建设 3000万元以上农产品加工项目 20个，累计在建 3000万元以上农产品加工项目

29 个，总投资 36.4 亿元，新增 500 万元以上农业-•、三产项目 28 个，特别是外资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引进了投资 5.8 亿

元的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5000 万美元的冠伦全球联合采购供销平台以及 1 亿美元的全稳康源生猪养殖等 6 个外资项目。三是

项目融合由浅入深。加快推进农业重点项目“接二连三”发展，初步形成粮食产业链、畜禽产业链、设施农业产业链等三大完

整产业链条，粮食产业链形成以今世缘粮食循环产业园为龙头、分布全县的粮食加工产业集群，涟水大米、涟水面粉等农产品

品牌影响日益广泛，瑞丰米业等 3 家企业进入淮安大米品牌联盟体；畜禽产业形成以南集全稳康源生猪养殖加工为龙头，总投

资 2.6 亿元江苏安华肉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畜禽产业链；设施农业产业链主要打造以红窑农业园区芦笋、鲜切

花等规模种植基地为龙头的产加销一条龙产业链，投资 2000万元的芦齊饮料、芦笋罐头生产线成功上线，产销两旺。 

 

三、紧扣“规模化、集约化”，着力培植新型经营主体 

创新农业经营方式，积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经营主体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效益和内涵。一是大力培育“新农民”。

以农民成为“体面职业”为导向，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重点提升一批对农业有经验、有劳动力的“老农”，吸引一批有乡

愁、想返乡创业的“新农”，引进一批有学历、能创新的“知农”。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1 万人，涌现出以江苏枫香园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标为代表的返乡创业“新农”典范，先后投资 5400万元，兴办各类农业项目 7个，帯动当地 500余户农民就

近就业。以淮安真来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农业博士陈沁滨为代表的创业创新“知农”典范，组建科技合作团队，先后

投资 6600 万元，领办农业科技项目 3 个。通过示范引领，全县 680 余人在农业领域成功创业，带动 4000 多人就业。二是强力

推进“大合作”。积极扶持发展一批经营规模大、服务能力强、产品质量优、民主管理好的示范社，鼓励合作社组建联合社，

新培育市级示范合作社 15 个，新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 20 个。安东米富有机稻米专业合作联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产业

化经营模式，打造生物有机稻米产业链条，800 多个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公司合作，享受土地入股“保底+分红”，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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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效益增长 3 倍以上。积极推进农业龙头企业以品牌嫁接、资本运作、产业延伸等方式联合重组、做大做强，推动农业企业与

农户、合作社建立利益紧密联结机制，新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3 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5 家。三是集群发展“小”农场。按照

产业规划布局、基础设施、生态生产、社会化服务“四统一”标准，重点培育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

源，生产规模在 100〜300 亩的家庭农场，新培育家庭农场 180 个，其中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16 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6 个。在

南集镇探索家庭农场集群建设模式，打造了以粮食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为核心内容的稻麦全产业链项目，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

优势，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等多元合作投入，实施植保、农机、烘干、工厂化育秧、智能施

肥、优质稻米加工、有机及功能性大米精深加工、农产品展示展销、仓储物流、农产品电商等多元社会化服务，为经济薄弱村、

低收入农户、多种主体增收提供了一站式通道。 

四、紧扣“精准化、社会化”，着力开展精准扶贫脱贫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一个不少、一户不落”的要求，做到“一户一对策、一村一方案”，结合阳光扶贫大走访，将帮扶工

作落到实处。一是精准管理识真贫。依托“阳光扶贫”系统比对核查功能，通过“大数据比对”，实现扶贫、民政、人社、房

产、公安等部门信息共享，努力从制度上堵住漏洞。先后组织 5 轮“拉网式”排查核实工作，共发现 1 万多条存疑问题，通过

逐村逐户调查核实，先后三次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 8132 户 3.28 万人，将 3920 户 9383 人符合建档立卡条件的对象及

时纳入建档立卡系统，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一户不落、不符合的一个不进”。二是靶向施策扶真贫。大力实施创业式、就业

式、输血式、光伏扶贫式、精准到户式、政府保障兜底“五式一兜底”帮扶模式，共申报精准到户扶贫项目 2600多个，提供各

类就业岗位 1800多个，发放入股分红金 700余万元，落实到户屋顶光伏项目 400余户。此外，在全市率先探索建设“阳光扶贫

超市”，以创业就业、慈善求助、咨询服务为主题，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提升扶贫精准度。三是产业带动脱真贫。

充分抓住光伏扶贫机遇，重点突破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增收难题，在全县的省、市、县定经济薄弱村集中推进光伏扶贫电站建

设，投入资金 2336 万元建设村级光伏电站项目 46 个，平均每年为村级增收 7 万元。同时，创新推进“1+2+3”产业帮扶模式，

红窑镇杭泰光伏发电和梁岔镇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目前累计发电 400余万千瓦时，获取收益近 400万元。投入 9000万

元分别在义兴镇建设食用菌产业园，在县经济开发区建设精准扶贫产业园，6 个产业扶贫试点村项目进展顺利，2018 年上半年

将全部建成。2017年底全县实现 3.65万低收入农户脱贫、14个省市定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8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