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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产业园引领东台农业再创辉煌 

成俊 洪赟 

江苏省东台市政府办公室 

东台是农业大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位于全国前列。2017年以来，东台市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紧扣

“做强园区、联农惠农”的主题主线，整合资源要素，抓重点、强基础、促提升，持续推进国家级园区创建工作，

成效明显：2019年 6月，成功入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此名单全国共有 45家，江苏仅有 2家。 

集聚创建优势 

目标思路更加清晰。注重集成各方智慧，近三年来先后邀请省内外 30 多位专家考察指导、求贤问策，南京农业大学、农业

部规划设计院、中农大规划研究所先后编制完善科学合理的创建实施方案和产业园规划。目前，产业园规划范围涉及 5 个镇 35

个村居，规划面积 26.5万亩，园内功能分区合理，资源相对集中，构建“一核驱动、三区支撑、多组团辐射”的发展格局。“一

核驱动”：综合服务与科技创新核心区，“三区支撑”：农产品加工与商贸物流区、高标准种植引领区和高效生产示范区，“多组

团辐射”：科普教育、田园乡村、历史文化、生态观光、创意休闲农业等体验组团。致力打造融设施种植、精深加工、综合服务、

休闲观光等于一体的特色示范园区。 

园区优势更加彰显。围绕增创园区特色优势，重点在强链补链上下功夫。园区形成西瓜、甜叶菊两大特色鲜明主导产业，

建成“中国西瓜之乡”、全省唯一的西甜瓜供港基地、上海市外瓜菜主供应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甜叶菊精深加工基地。规模大，园

内种植西瓜 10.6万亩、甜叶菊 4.1万亩，综合产值 36.1 亿元、占比 88.2%（西瓜 30亿元、甜叶菊 6.1亿元）。品牌强，示范种

植“农友小兰”“早春红玉”“全美 4K”“普星”等 30 多个品种，在省内外 82 个县市推广，“东台西瓜”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市场广，东台西瓜畅销长三角地区，“瓜不同”“逍遥农夫的瓜”远销港澳等地，每只卖到 150 港币。甜叶菊年输出种苗

10 亿株、辐射全国三分之一地区。融合好，千方百计突破精深加工，先后引进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海升集团、金津果业等亿元

以上农业龙头项目，加工转化率达 82.5%，甜叶菊年加工量 4 万多吨、占全国总量的一半，95%以上出口国外。绿色优，严格实

行“一控两减三基本”，土壤有机质、有机肥替代化肥比例等指标在全国同类地区领先，是江苏仅有的两家绿色防控示范区之一。

与 8 家省内外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建有吴明珠、周俊 2 家院士工作站和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8 个，引进“三新”技术 100 项以

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72.2%。建立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比例达 84.52%。 

联农带农更加紧密。推行就业、创业、科技、股权、扶贫等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15家、新型合作组织

69 个，“富民模式”在全省推广。高效农业富民，园内设施农业占比 80%以上、亩平效益超 8000 元，坚持人员、技术、服务、

标准“走出去”，600 多户农户常年在外种植西瓜并传授技术，80%以上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电商销售富民，与盒马鲜生、叮咚

买菜等知名电商平台合作，年网络销售额超 10 亿元，带动农民增收 5000 万元以上；农旅融合富民，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项

目 20多个，年接待游客超 20 万人次。2018年，园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26万元、高于全市 40%以上。 

基础条件更加扎实。坚持不懈加大投入，持续提升园区承载能力。设施配套，建成展示服务中心 3000平方米、高标准智能

温室大棚 5万平方米、工厂化育苗中心 4 万平方米，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82%以上，机械化率、良种覆盖率分别达 66.2%和 96.5%，

是全省最大的瓜菜标准化生产基地。政策支持，制定出台鼓励产业园发展系列政策意见，每年安排园区发展基金 5000万元、财

政奖补资金 1000万元、农业信贷担保金 4000 万元，对园区发展进行重点倾斜。连续多年整合全市涉农项目资金进行重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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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级园区建设资金进行专款专用，目前已累计投入超 20亿元。组织保障，成立由市长为组长的创建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担

任产业园党工委书记，形成镇园合一、市镇联动组织管理体制。 

明确思路目标 

按照“1234”路径，致力将产业园建设成为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样板区、长三角特色农业引领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区。“1”，

即围绕打造国家特色农业产业强市“1个目标”；“2”，即建成智能化信息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两大中心”；“3”，即建设标准化

生产、加工物流、农文旅融合“三大基地”；“4”，即构建标准化生产、品牌发展、人才支撑、分配分享“四大体系”。力争到 2020

年，园区总产值突破 60 亿元，适度规模经营率达 85.6%，生产经营主体及其产品可追溯管理的比例超过 87%，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到 73.6%。 

打造国家园区 

在产业发展上“提档”，增强园区综合竞争力。巩固一产，优化主导产业布局，新建西瓜、甜叶菊高标准示范基地各 1万亩，

建设提升 8000 亩联农带农示范基地和 7000 亩高效种植引领区。突破二产，围绕补齐主导产业短板弱链（西瓜深加工能力欠缺），

建设国内首条西瓜自动分拣线，提升西瓜商品化水平，加快推进海升西瓜果汁复合饮料加工、浩瑞生物二期等项目，探索西瓜

籽、西瓜果酱、甜叶菊茶等休闲食品的研发与生产，拓展西瓜功能性元素在保健品、化妆品行业的应用。发展三产，拓展“农

业+”新模式，建设提升 1700 亩综合服务与科技创新核心区，新引进一批工厂化育苗、冷链物流、电商销售等企业。依托全省

首家西瓜博物馆、特色田园乡村，充分挖掘瓜菊文化价值，叫响“瓜儿熟了”、农业嘉年华等文旅品牌。 

在联农惠农上“提质”，增强园区致富带动力。更大力度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新创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个、专业合作

社 4家，带动近 4万农民就业。依托联农带农发展基金，扩大“按股分红”“二次分配”“三次返利”比重，力争 2020年产业园

农民人均收入突破 3.86万元，继续处于全省领先位置。 

在基础配套上“提优”，增强园区功能承载力。市场化运营产业园投资公司，建立健全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大数据中心，提

高园区物联网、高效节水灌溉设施、自动化机械装备推广应用范围，将园区打造成为技术先进、设施装备配套的应用集成区。 

在政策支持上“提效”，增强园区支撑保障力。细化落实支持园区建设系列举措，放大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创建期内建设重

点项目 13个，总投资 5.6亿元，其中申请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1亿元、地方财政整合资金 1.3亿元、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 3亿多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