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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农民增收长效路径 

吴桂玲 管东松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按照对标找差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全区重点工作任务，深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居民增收。2016至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以上，均高于城

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幅。 

五举促进农民增收 

念好“创”字诀，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农民开展农家乐等三产创业；以小微企业为抓

手，鼓励更多“三有农民”（有资本、有技术、有经营头脑）投资办厂，全力推进农民二产创业；以家庭经营为抓手，大力发

展家庭农场和种养殖大户，鼓励一批能人直接从事家庭农林牧副渔一产经营，全力推进农民一产创业。 

念好“合”字诀，增加农民合作性收入。全力引导农民加入“四大”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多元化增加农民收

入。全区着重发展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资金专业合作社等四大合作组织。通过推动各专

业合作组织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念好“转”字诀，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健全完善农民工职业培训制度，提高农民的就业增收能力，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

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一产安置一批、采取做强二产转移一

批、繁荣三产吸纳一批、放大投资带动一批、扩大劳务输出一批等措施，全力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念好“活”字诀，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抢抓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机遇，多方盘

活农村集体“三资”，指导更多的农民科学理财。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鼓励农民以承包地经营权出租、入股、托管等多种形

式长期流转承包地，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分享“三权分置”改革红利。 

念好“加”字诀，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逐年提高惠农补贴标准，2018年耕保补贴按300元/亩

发放，农业支持保护（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由2016年115元/亩增加到2018年的120元/亩。全面落实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严

格按照补贴发放规定将补贴资金发放到户，增加农民收入。 

明确农民增收短板 

缺少产业带动。街镇产业规模普遍较小、效益不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一二三产业融合不够，对农民增收带动作用不

强。休闲农业提档升级任务重，经营项目单一，服务设施不完善，宣传推介不够，农民通过休闲农业收入增长率不稳定。 

增收渠道不宽。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2018年，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80.7%，家庭经营净收入、转移

性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占7.1%、9.2%和3%，工资性收入占比较大，农民创业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有待进一步拓宽，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对农业新经济带动能力有限，同时在扩大生产规模上还存在融资手续繁杂、授信担保困难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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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速度不快。全区96个涉农村居主要依靠资源租赁和财政转移解决运转问题，村级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量较

小，村级集体经济总体实力不强。据统计，2018年，全区村级经营性净收入1.55亿元，村均161.8万元。 

建立增收长效机制 

深化农村改革增动能，为农民增收激发活力。一是释放土地权能促增收。在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任务的

基础上，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在出让、租赁、入股等方面享有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等待遇，实现农民

公平分享集体建设用地增值收益。二是提高股份分红促增收。积极扶持和引导村居集体参与经营性开发，增加集体经营性资产，

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提高社区股份合作社经营效益和分红标准，让农民持股分红，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三是盘活集体

闲置资产促增收。在巩固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基础上，积极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围绕资源重整、联合发展、特色经营等路径，

壮大集体经济，让农民分享集体资产增值收益。 

融合一二三产业拓空间，为农民增收拓宽路径。一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拓宽增收路径。以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

设为抓手，开展特色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建设。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由单一的种养

殖转向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拓展营利空间，加速农业“接二连三”，提升竞争力。二是美丽乡村建设拓宽增收路径。

以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为突破口，通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通

过项目带动，发展农家乐和家庭旅馆等农业休闲旅游业，让农民就近在家门口实现创业就业，实现增收。三是重点项目带动拓

宽增收路径。重点建设以“地球之窗+X”主题公园为龙头，以竹镇体育休闲基地、程桥恒大现代农业园区、平山养生基地、横

梁“e田园”、龙袍通航小镇、长江湿地公园等项目为延伸的项目群，打造绿色发展经济带，走出一条兴产业、促创业、带就业

的增收之路。 

加强技能培训提素质，为农民增收提升能力。一是实施乡土人才培育行动计划。实施青年大学生“聚合计划”，出台相关

扶持政策，促进优秀青年人才就业创业。通过省乡土人才“三带”行动计划，不断增强对乡土人才的关注、培养和使用。强化

鼓励支持创新创业的导向，培养一批乡土人才领军人物。二是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突出全面提高区内农民素质，完善

人才培育体系，加快农民职业化进程，重点抓好家庭农场主、种养大户、创业青年农民、巾帼巧手、合作组织负责人、经纪人

等主体培训，强化对青年农技人才的技能培训、创业辅导和政策服务，打造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的“三大”

实用人才队伍，进一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打通市场销路，带动农民增收。三是提高技能打工收入。进一步整合相关资源，

加快推进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由体能型打工向技能型打工转变，提高农民技能性务工收入。积极引导在外能人回乡创业，借助

农业电商平台，鼓励农民实施“互联网+”创业，销售农副产品，实现农副产品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确保广大农户

增产又增收。 

强化帮促夯基础，为农民增收补足“短板”。一是完善保障政策筑牢帮扶底线。强化社会救助与扶贫开发两项政策有效衔

接，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家庭成员有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及时按程序纳入低保，实现政策性兜底。二

是聚焦重点帮扶对象精准施策。以未脱贫的一般贫困户为重点，对有就业能力和就业创业愿望的低收入人口，提供购岗（荐岗、

自主择业）就业、初始创业政策支持和服务，村级新增公益性岗位全面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完善公益性购岗工资增长机制。三

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到村实现“全覆盖”。动员区级机关部门、企业挂钩帮扶经济薄弱村、欠发达村，确保社会力量挂钩

帮扶经济薄弱村、欠发达村实现“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