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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东台实践与探索 

王长青 王伟 徐国庆 

（江苏省东台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江苏省东台市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大力践行“两海两绿”新路径，推进城乡统筹、产业融合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18 年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3317元。 

培育乡村产业新动能。坚持产业提质和绿色发展导向，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

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推进一只瓜、一篮菜、一根丝、一棵树“四个一”工程，2018 年以来调减低效种植面

积 10.36万亩，建成千亩示范片 11个、高效示范带 5条，设施农业总面积居全省第一。持续放大“东台西瓜”的品牌效应，全

市西甜瓜年产量突破 100万吨，亩均收入 9000元以上，总收入近 30亿元。加快产品质量提升。先后建成沈灶青椒、唐洋三韭、

三仓胡萝卜、弶港西兰花等 10个省内规模较大的绿色蔬菜生产基地，新创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3个，全市绿色优质农产品总数

达 69 个，比重提高到 62%，创成全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加快产业链条延伸。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突

破年活动，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 310家，创成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1家、省级 13家。浩瑞生物科技公司建成工厂化育

苗中心和亚洲一流的甜菊糖提取加工生产线，年内销售额可突破 5 亿元，带动近万农户种植甜叶菊增收。与上海蔬菜集团等深

度合作，建成上海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 4个，供沪农产品年销售额超 100亿元。 

建设美丽宜居新乡村。细化村居规划。全面启动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已编制村庄规划 264个，完成率达 85.4%。优化村庄空

间布局，20个农民集中居住示范区 6月份全面建成。深入实施农村康居工程，建成水美乡镇 2个、水美乡村 21个、美丽宜居村

庄 16 个，其中省特色田园乡村 5 个。实施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连片开发，高标准农田占比提高到 65.2%。美化乡村环境。扎

实开展“263”专项行动，建成绿色防控示范区 17个，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 98%以上，深入推进畜禽规模养殖场治理改造，

全市规模养殖场治理率达 92.65%，创成省级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市。组织实施“一片林”工程，建成千亩以上林业示范基地 4

个、300 亩以上规模化成片林 14 个，林木覆盖率提升到 27.88%。年新增林业示范村、森林生态村 12 个。优化公共服务。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2018 年提档升级农村公路 423 公里，改造农村桥涵近 300 座，行政村双车道四级公路实现全覆盖。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 100%。新改建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 18所，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覆盖率达 95%。新创省示范

村卫生室 27个，省标准化村卫生室实现村村全覆盖。全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 98%以上。 

培塑乡村文明新风尚。培育特色文化。围绕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累计建成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400个，

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幸福小广场”实现全覆盖，文化服务基层工作获中宣部表彰。培树文明典型。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继续开设“德耀东台·点赞好人”新闻栏目，全年推荐线索量达 13万条。“东台好人榜”每季一公布，2人当选“中国好人”，

4 人当选“江苏好人”。安丰镇获评全国文明镇，梁垛镇临塔村获评全国文明村。弘扬文明新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教育，大力弘扬志愿精神，义工联常年开展助残、助学、无偿献血、社会公益等爱心服务，受到社会广泛好评；村居“救急难”

互助会项目获江苏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银奖，“心连心”志愿者协会获评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推进乡村治理新实践。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实施乡村振兴“党建领航”行动，抓实“定制村干”培养，从机关事业单位选

派 30人任村党组织书记，选聘 202名退役士兵充实村“两委”班子。重抓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流动党员“4S”管理模

式在《江苏新时空》报道。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开展“正风肃纪镇村行”专项行动，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村会计异村

任职制度。强化网格社会治理，划定综合网格 2408 个、专属网格 171 个，按照“1+1+N”的模式，全部组织“全要素网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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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升级，社会网格化管理实现全覆盖。纵深推进扫黑除恶。深入开展乡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盯乡村恶霸等重点人员，

聚焦操纵村居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等乡村黑恶问题，广泛摸排线索，重抓研判分析，坚持打深打透打彻底。

目前，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公众安全感和法治满意度保持在全省前列。 

拓宽农民增收新空间。支持农民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开展“来东台·赢未来”等就业创业系列活动，

2018 年以来全市返乡创业 3311 人、带动就业 5399 人。重抓新型职业农民培育，2018 年培训 7640 人，新认定各类生产经营型

职业农民 292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提高到 50%。持续增加集体收入。积极盘活利用村集体闲置或低效利用的经营性资产资

源，开展经济薄弱村挂钩帮扶行动，着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2018年村平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58万元，村集体积累超 100万元

的达 231 个。通过市镇分级帮扶、加强“三资”管理、加大政策扶持等措施，全市省定经济薄弱村收入全部达标。扎实开展脱

贫攻坚。履行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五签字五确认”脱贫认定程序，增加镇村两级公示，脱贫农户均在阳光扶贫系统上传审批

流程，提高脱贫精准性。2018 年累计脱贫率 82.9%，2019年底全部完成低收入农户脱贫任务。 

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东台市注重探索新模式、新机制、新业态，着力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探索现代农业“4+N”产业布局和“一镇一园一品”空间布局。围绕提升东台农业竞争力，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大力实施“四

个一”工程，富民效应不断彰显，西瓜、蔬菜、茧丝、苗木四大产业年产值超 120亿元，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并

持续推进畜牧业、水产业、粮油业、特经业等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实施“一镇一园一品”行动，即

每镇各打造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一个主导产业和一个特色农产品，全市共建设 18个农业产业园，可望创成国家级农业产

业示范园 1家，创成省级农业产业示范园 1家、盐城市农业产业示范园 14家，引领东台农业加快发展。 

探索创新农业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以水环境治理为重点，全面深化河长制，实行“一河一策”，压实各级河长的巡河管

河治河责任，2018年启动河湖“三乱”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共交办问题 2186项，截止 2019年 6月份已完成 1694项，涉河违法

行为下降 76.2%。以镇区交界断面水质检测为依据，探索实行了县级以上骨干河道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一季一考核”，倒逼水

环境治理，2019 年一季度上下游生态补偿 348 万元。建成农村生态河道 10 条、河长制样本河道 90 条，创成国家级节水城市、

省级水生态文明城市。以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为重点，严格“三区”划定管理，对 4600 多家规模畜禽养殖场按照“关闭拆除

一批、转型升级一批、转产转业一批”的要求，建立“一场一档”管理台账，确保整改一家、验收一家、销号一家，治理达标

率 98%以上。 

挖掘农村土地减量化潜力。超前谋划，启动农村土地减量化行动，以沿海土地整治和拆除废旧房屋为重点，深度挖掘农村

土地减量化潜力，注重与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重点骨干道路沿线农村环境提升以及“散乱污”企业整治相结合，充分释放土

地利用空间。对拆旧地块做到房屋拆除、树木清理、垃圾清运、土地平整、沟渠路配套“五到位”，高标准复垦种植，并加强后

期管护。截至目前，已通过上级验收复垦面积 1.91 万亩，新增耕地 1.89 万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18 年获得国务

院奖励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1000亩。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在全省率先使用 2014最新航拍影像电子数据，

率先完成各镇数据库质量检测，率先在数据质检和档案收集管理到位基础上完成县级检查验收，率先启动并完成皓盘软件省级

质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专题报道了东台做法。持续加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扩大农村各类产权公开交易规模，进一步

推进交易信息公开，拓展交易品种，确保产权交易阳光操作。2018年以来全市农村产权交易成交 1969笔，交易额达 2.85亿元。 

拓展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实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提升工程，以“环线农旅”为抓手，积极发展休闲采摘、农耕体验、森

林康养、民俗文化、农家乐、精品民宿等新业态，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突破 500万人次，创成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市。

富安镇依托“茧丝第一镇”资源，建成产、游、购、娱于一体的全国茧丝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小镇；五烈镇打造农旅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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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稻田画，培育“东台大米”全产业链，创成“味稻小镇”；三仓建成中国西瓜博物馆、兰址村创成省休闲观光精品村，南沈

灶果蔬椒乡创成省主题创意农园；建成省级休闲观光类农业园 12家。农产品电商交易额超 30亿元，创成中国电商示范百佳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