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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五点”增“五力”培育产业富民新引擎 

邬康生，王荣军/江苏省宿迁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补齐富民增收短板，关键在培养“造血”功能，重点在产业支撑带动。宿迁是江苏省相对贫困问题突出的地区。2014年 12

月，被国家确定为扶贫改革试验区，成为全国六个扶贫改革试验区之一。在实施脱贫攻坚过程中，宿迀市致力于推进产业扶贫、

产业富民。 

一、夯实农业结构调整基础点，增强产业富民内动力 

制定宿迁市“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及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规划，在此基础上配套编制生态高效农业区域布局规划以

及西南岗、成子湖、涟沭泗结合部等三大扶贫开发重点片区的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主导产业方向和重点工程项目，细化产

业空间布局，细分基础设施配套内容。提高耕地质里；。制定出台《加快推进尚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实施方案》。2017 年全市新

增高标准农田 22万亩，累计达到 356万亩。坚持精细化调整。重点围绕“减少传统作物，扩大高效品种；减少经营主体，扩大

规模经营；减少面源污染，扩大生态种养；减少初级产品，扩大加销能力”的“四减四扩”目标，到 2020年全市增加高效品种

面积 100万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 70%，农产品网上销售占比达到 50%以上。突出特色化经营。在全市以

优质稻麦为基础，精品花木、高效水产、生态畜禽、绿色果蔬为主导的“1+4”特色产业集群基础上依托重点片区资源禀赋，坚

持“特色+规模”发展导向，按照“1+2+N”产业布局，推动连片扶贫开发片区形成 1个优势主导产业、2个优质特色产业，进一

步增强农业产业发展内动力。2017年，全市新增果蔬园艺、优质水产、生态畜禽等高效农业项目 150个，面积 20.63万亩。121

个涉农乡镇规划 2000亩左右成方连片尚效农业园区（基地）131个，己建成 67个，带动全市新增高效农业面积近 30万亩。 

二、选好重大项目建设着力点，増强产业富民支撑力 

突出项目招引。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招商引资工作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8+2”专场农业招

商活动，“8”即由各县（区）、开发区、新区分别举办一场特色农业招商会，“2”即由市委农工办牵头组织“新一轮农业结

构调整暨产业富民项目对接会”，由市农委、市台办联合组织开展“对台农业招商活动”。2017 年 1〜10 月份，全市累计招引

生态高效农业项目 122 个，总投资 124.4 亿元，带动本地农民就业 1.4 万人，实现生态农产品销售 18.38 万吨。总投资 6 亿元

的正大蛋鸡项目成功落户泗洪，项目建成后，带动西南岗片区 2243 户、近万名低收入人口就业，年均增收 4000 元以上，实现

低收入农户和经济薄弱村整体脱贫。突出项目对接。2017 年 11 月 21 日，举办宿迁市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暨产业富民项目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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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邀请省内外农业龙头企业 150 多家，开展项目对接活动。市、县（区）共和省内外客商达成合作项目 169 个，协议总投资

36.57亿元。突出项目考核。出台《生态高效农业重大项目推进考核办法（试行）》，分规模基地类、设施农业类、产品加工类

进行跟踪考核。除考核项目规模、投资额度外，突出考核项目的带动农户增收效应。 

三、把握新型业态发展特点，增强产业富民扩张力 

围绕发展“大农业”，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跨界融合，注重培育新型业态，与休闲创意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农旅项目打

造等在空间上有效对接，延伸产业富民链条。加快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开展特色农业小镇、休闲观光示范村、休闲农庄、主题

农园建设。目前，全市己建成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2个，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3个，培育省级农业特色小镇 7个；

全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已突破 350个，带动 5000多低收入农民就业创业，2017年 1〜10月休闲农业累计接待游客 249.2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 1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5%和 5.2%。加快农村电商产业发展，发展“一村一品一店”“支部+电商”“服务商

+低收入农户”“园区+孵化”“产业链+低收入农户”等电商扶贫模式，通过电商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扶持低收入农户开展网

上创业、参与线下加工。全市建成 8个省级电商产业园、7个地方特色馆、114个乡镇电子商务服务中心，1392个行政村实现村

级网店建设全覆盖。拥有“中国淘宝镇”6个、“中国淘宝村”50个。农产品网店达 3万家，触网农产品 4600余种，2017年 1

〜10月，全市农产品线上销售额达 69亿元，同比增长 23.2%。全市 5000多个低收入农户成为网商，5.2万低收入人口直接参与

网络经济。加快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积极开展退渔还湖、退渔还湿工程和生态恢复工作。发挥宿迀独特的生态优势资源，完善

生态旅游扶贫规划，打造特色乡村生态旅游 m 牌。做足水文章，打造生态环境优美、扶贫带动成效明显的环湖、环河生态旅游

度假区。依托三台山森林公园、洪泽湖、成子湖、骆马湖戴场岛、新庄镇杉荷园等生态旅游资源，开辟生态旅游扶贫新模式，

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 

四、找准实施精准扶贫结合点，増强产业富民聚合力 

积极探索精准扶贫的新思路和新机制，低收入农户、经济薄弱村和“三大片区”呈现出脱贫提速、发展提效、民生提质的

良好局面。2016年，全市 14.6万低收入人口和 56 个省定经济薄弱村实现了脱贫。2017 年有望实现新增脱贫人口 15 万，48 个

省定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15 万元。实施菜单式扶贫。突出因地制宜、一户一策、分类帮扶，创新特色种养、光伏扶贫、

公益岗位、“股份+”等各类扶贫“菜单”，因人精准施策，一户多策、一人多策确定帮扶措施。2017年，全市编报实施直接到

户项目 1.6 万个，统筹项目 297 个。促进“家门口就业”，积极引进来料加工、来样定做、来件装配和农副产品加工等“三来

一加”项目，吸纳低收入农户就近就地就业。2016 年以来，实施“家门口就业”项目 893 个，带动低收入农户就业 6.9 万人，

人均增收 1.2 万元。培育带动型产业。西南岗地区按照“乡有主导产业、村有骨干产业、户有增收项目”的要求，加快实施光

伏发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产业发展类项目，重点推进峰山碧根果基地、天岗湖林果、魏营镇西瓜、草莓饮料生物加工

产业化培育，不断提升农民生产和农业经营收入。成子湖片区着力培育以生态旅游、优质林果和标准水产为主的特色主导产业，

依托近 4万亩水面资源，做大做强“青虾之乡”品牌，建成青虾繁育基地。245省道沿线浅水藕套养小龙虾项目面积 200⑻余亩；

亩均纯收入达 3000 元以上。片区内已流转土地 4.5 万亩，其中特色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 1.5 万亩，建设家庭农场 16 个、特

色专业合作社 20家。省级成子湖旅游度假区成功获批，正在加快推进核心区建设。涟沭泗结合部片区突出产业发展，大力推进

产业化扶贫。重点发展果蔬、瓜蒌、水八仙、甜叶菊等设施高效农业和生态稻米产业，推进发展花卉苗木、纺织服装、电子加

工等产业，努力实现村有主导产业、户有增收门路，产业带动增收占当地农民总收入的 40%以上。 

五、抓住要素保障支持关键点，增强产业富民驱动力 

政策支持跟上。各县（区）针对农业产业化发展，分别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沭阳县出台《沭阳县现代农业项目建设

奖励办法》，泗洪县出台《泗洪县特色农业（渔业）发展奖励扶持办法（试行）》，宿城区出台《宿城区特色农业发展引导资

金奖补办法》等，有力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资金使用上，坚持同向发力，用好省级配套每个县 850万元产业富民资金，

实施“短平快”产业富民项目 25个。市财政拿出 1920万元，用于市区重点乡镇（每家 200万元）、经济薄弱村（每村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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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项目和耕地保护。机制创新跟上。在省纪委“5+2”的基础上，结合宿迁实际，提出“8+3+2”机制建设内容。“8”主

要指宿迁三县五区党委政府、纪委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履行对本行政区域内精准脱贫的职责；“3”主要指西南岗地区、

成子湖周边地区和连沭结合部三大片区；“2”主要指对两个方面强化监督推进。一方面强化市委农工办、市农委部门产业引领

脱贫致富工作职能；另一方面强化市纪委对三县五区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推动政策落实、措施落地、

项目落户。督查考核跟上。加强督查考核，建立产业扶贫县域考核指标体系，开展联合督查、行业检查、第三方评估，对每一

个产业富民项目，采取材料检查和现场核查相结合，既看项目面积、投资规模，又看带动效应、扶贫效果，每个项目都到场，

进行 GPS 定位上图、建档立卡，跟踪管理，督查结果作为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的重要内容。挖掘一批可复制、可推广、服水土、

接地气的产业扶贫优秀范例，发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