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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市高质量推动农民增收 

杨苏敏 

2017 年以来,江苏省海门市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紧紧围绕“50”条富民政策和“五大行动计划”,强化

富民导向,创新富民举措,紧盯“强富美高”建设富裕海门新目标,高质量推动农民持续增收｡2017 年,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2.25 万元,同比增长 9.3%｡2018 年上半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2512 元,比 2017 年同期增长 9.4%,总量､增量､增

幅均位于南通第一｡ 

一､坚持产业发展筑牢根基 

工资性收入是当前海门市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18 上半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753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6%,对农民收

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60.25%｡因此做大做强产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最大保障和支撑｡ 

(一)精心培育农业支柱产业 

海门市通过精心培育特色产业,为实现富民增收筑牢基础｡目前,已形成常乐镇为核心的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和临江新

区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两大集聚区带农增收明显｡基地己形成*‘四青作物…海门山羊肉?特色瓜蔬保鲜物流”等八大支柱产

业,面积达 6000多亩,共有龙头企业 48家,年加工值达 70多亿元,带动 16万左右的农户,户均增收 8000多元｡临江新区省级农产

品加工集中区已形成综合服务与仓储物流两中心,特色果蔬加工､畜禽加工､饲料加工､农产品加工循环为四大片区的发展格局,

拥有 14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近 1.8万户,农民户均增收 2000多元｡ 

(二)实现农业产业提挡升级 

2018年,全市全力推进以高标准农田覆盖面达 80%､50亩以上经营面积占高标准农田面积比重达 60%､建设 4个社会化服务联

盟为主要内容的“三个全覆盖”试点镇建设｡围绕“三个全覆盖”,培育南通市级现代农业示范镇 1个,示范村 11个,重点村 1个

｡根据优质稻麦､特色杂粮､设施瓜蔬等支柱产业,大力培育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建设

“田连片､地平整､林成网､沟相通､路相连”高产稳产的现代农业试点镇,最终实现以点带面,整体推动,进一步提高海门市现代农

业发展水平｡截至去年二季度,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新增稻麦种植面积 1.5 万亩､高效设施园艺面积 0.5 万亩｡新增高效设施农业

面积 2700亩,亩产值可达 1.2万元以上,亩净收入可达 5000元,带动 600户农民增收 1000万元以上｡重点建设好省级山羊文化小

镇和绿色蔬菜､优质肉羊两大产业｡全市建设的三大重点农业园区总面积达到 1.5万亩,以发展亩效益 1万元以上的优质蔬菜和亩

效益 2万元以上的优质果品为主｡随着农业园区的建成,将带动全市农业产业提挡升级,可为农民增加稳定的收入｡ 

二､坚持农民创业融合发展 

突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商贸物流､工业制造､休闲养老等重点领域,依托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园､中小企业创业园､

叠石桥电商城､麒麟红木城､现代农业园区等平台,积极鼓励高校毕业生､大学生村官､退转军人､种养大户等群体“初始创业”,在

外人才‘返乡创业”,持续提高经营性收入｡ 

(一)落实政策激励农民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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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市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自主创业的工作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和建设省级创业型城市的意

见》《关于促进海门市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实施方案)>等 20多项政策,持续释放农民创业活力｡全面

落实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小额担保贷款等创业帮扶,促进有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成功创业｡加快市创业服务中心实体化运行,

目前沐艺文化､鹿屿森禾､亨特网络科技､创客旅游､一泓文化传播等 9 个项目已进驻孵化,为创业者提供优质的创业实训､孵化等

公共服务｡为 105名创业者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248万元,通过创业贷款累计带动就业 5930人｡ 

(二)一､二､三产融合日益紧密 

通过鼓励龙头企业与园区､基地､农民合作社对接,延伸农业产业链,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促进一､二､三产进一步融合发展｡种

养类龙头企业的经营逐步向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农业等方向发展,实现了农民非农就业空间的拓展,带动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

展,发挥了农业的多功能作用,产业链得到延伸｡截至 2018 年 6 月份,海门市己经成功举办了桃花节､玫瑰节､枇杷节节庆活动｡带

动了全市休闲农业园区的人气,吸引游客 10万人次到休闲农业园区游览,已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 

三､坚持改革创新释放活力 

海门市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增收动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释权赋能,切实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在审批机制上,深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在资金投入机制上,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融资,投入民生建设,调

整优化财政支农资金投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引导各类优质资源､创新要素向乡村流动,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一)穗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在 2017年社区股份制改革基础上,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市 239个村､8203个村民小组,完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成员身份确认和清产核资工作,共涉及 82.02万人｡全市所有拥有经营性集体资产的行政村,已全部完成股权设置与量化并成立股

份经济合作社｡核资后的资产总额 15.52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5.41亿元),村均 649.56万元(其中经营性资产村均 226.18万元)

｡全市产权制度改革比预期提前两个月完成,近期全省产权制度改革现场推进会将在海门市召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继续

深入,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做到应保尽保,参保面积达 9242亩｡ 

(二)构建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土地累计流转面积 6.57万亩｡土地流转促进

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目前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比重达到 62.94%,高于全省 60%的实现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培育和发展,提高了农业规模经营的比重,为全市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引领了海门高效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创新农业科技发展营销体系 

实施农业三新工程､科技入户工程､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等项目,推广农业新品种 12 个,新技术 5 项,主要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7%｡重点加强设施农业高效模式和配套生产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政府出资 1045 万元,加快农村电商发展｡全市已成为南通首家与

阿里巴巴村淘项目组合作的县(市)｡目前,已着手建设 3 个物联网示范点,培育 5 个农村电子商务经营主体｡鼓励区镇根据自身特

色,积极培育电商产业园｡海门工业园区以家纺为主的叠石桥电商城已经建成,入驻店铺 200 多家以上､第三方平台 20 家以上｡目

前园区公共服务区内部有 10家,园区外部电商企业成功入驻 32家,其中年交易额过 2000万的超 15家,销售额过亿的有 4家企业

｡常乐镇成功引进了麒麟古镇红木电商平台,推进红木电商产业集群发展｡海门高新区依托凯盛家纺电商产业园,将其打造成为电

商创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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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保障民生兜牢底线 

海门市把为民办实事､兜底线作为农民增收的重点来抓,坚持民生优先投入导向,持续加大教育､医疗､就业､交通､道路､危房

改造､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和基础设施的投入,通过繁荣社会事业,优化公共服务,减少城乡居民在民生领域的刚性支出,提高农

民转移性收入｡“十三五”期间,全市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本级财政支出将超过 70 亿元,民生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不

低于 80%｡同时,不断完善政策兜底､行业帮扶､专项救助､社会慈善等“四位一体”的长效机制,强化底线思维,密织社会保障网,

有效解决因病返贫､因残致贫､支出型贫困等问题｡ 

(一)全面实施脱贫攻坚 

海门市“十三五”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数为 8073户 13529人｡2017年脱贫 3529户 5743人,全市累计脱贫率为 71.9%｡目前,

享受扶贫政策农户数为 7216 户 11763 人｡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全市各地投入低收入农户帮扶资金数达 825.15 万元左右,投入开

发式资金383.98万元,开发式比例达18%｡2018年实施光伏扶贫､贝母种植､山羊养殖､助学扶贫等23个项目,共计投入资金593.73

万元,预计将带动全市低收入农户 1188户 2735人增收｡去年上半年,全市健康扶贫､就业扶贫､政策保障扶贫､危房改造､教育扶贫

等行业扶贫工作有序开展｡ 

(二)完善临时救助制度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救助

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提高衡量困难家庭防范风险标准,制定《申请社会救

助家庭金融资产标准》,将低保家庭金融资产人均标准由 7200 元提高到 3.5 万元,并根据困难情况在 3_5 万元的基础上再上浮

20%—40%,达到 4.2万一 4.9万元,提高困难家庭防范风险的能力｡ 

(三)稳步提升保障水平 

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确保法定参保人员应保尽保,被征地农民全部实现“即征即保､刚性进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居

民医疗保险总体参保覆盖率稳定在 98%以上｡省内和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直接结算全面实现,社保“五险合一”系统整合完成数据

整理｡认真落实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政策,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筹资标准,不

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门市委农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