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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高质量”绘就乡村新画卷 

蒋晓平/江苏省南京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南京坚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按照“农业结构调整

高质量、质量兴农发展高质量、技术装备建设高质量、产业融合发展高质量、农业综合改革高质量、农业绿色发展高质量”的

思路，大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建设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功能多元的

都市现代农业，当好全省现代农业发展排头兵，为推动江苏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作出贡献。 

推动农业结构调整高质量 

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为目标，加快推进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加快传统农业转型升

级。一是推进大宗农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坚持调结构、优品种、增效益，扩大有效供给，拓展中高端供给，全面提升大宗农产

品品质，在保障健康安全的基础上，口感更好、品质更优、营养更均衡、特色更鲜明，加快构建与南京大城市消费需求相适应

的产品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195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工作，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加快蔬菜园艺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优质蔬菜、应时鲜果、精品茶叶和特色花木等高效作物，

新建一批市级标准化菜地、高效特色园艺基地。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以培育家庭农场和集约化规模养殖场为重点，提升畜禽

养殖标准化生产水平。加快现代渔业建设，调整优化现代渔业的品种、品质、产业、技术、功能等结构，整体提高渔业供给体

系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围绕结构调整重点发展的产业，立足省工节本、优质高效，着力发展一批高效

种养、复合经营模式，着力推广一批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新技术、新产品，加快建立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种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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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质量兴农发展高质量 

全面推进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坚持抓产业必须抓质量，抓质量必须树品牌，着力提高农业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水平。

一是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坚持推行按标生产，加强产地环境治理和生产源头管控，不断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加快推进规模

经营主体按标生产，建立生产记录台账，把是否按标生产作为政策扶持的重要依据。加快推动绿色优质农产品认证，大幅提高

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生产更多更好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切实满足消费需求。二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以创建国家（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为抓手，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体系、诚信体系和追溯体系建设，加大农兽

药使用、生猪屠宰和农资打假等各类专项整治行动力度，确保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三是开展农业品

牌提升行动。实啤南京农产品品牌提升行动，塑造地方优势产业主导'品牌。建立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打造农产品“地域名片”，

培育一批具有区域优势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不断提高“宁”字号农产品的知名度、

信誉度、影响力。 

推动技术装备建设高质量 

发挥南京各类农业科研院所聚集、科研设施完善、科研人员集中的优势，全面提升现代农业物质装备保障、技术人才支撑

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为推动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一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发挥南京农业科技创新创业联盟作用，面向乡村

振兴需要、科技发展前沿、产业升级需求，加快推进农业领域“两落地、一融合”工程，研发推广一批优质安全、绿色生态、

节本增效的技术和品种，切实提高都市农业科技含量。加快建设一批产学研合作机制新、区域代表性强、科技水平高、辐射范

围广、运行机制畅的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组织和运行好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二是推

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分层分类推进农业园区建设，高标准打造南京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示范园区，加快白马农业高新

区、江宁台湾农民创业园等 40个市级以上重点农业园区发展，促进各类农业园区资源整合、联动发展，进一步发挥园区在农业

生产、科技集成、产业融合、改革示范、创业平台、核心幅射等功能作用。三是推动农业物质装备建设。加快构建物质装备和

技术支撑体系，以高标准农田、标准化菜地、设施农业为重点，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精细化、绿色化，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设施农业全面机械化，实施“机器换人”工程，全面提升农机装备层次水平。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高质量 

发挥南京大城市较强的工业实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引导产业集聚发展，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一是大力发展创意休闲农业。充分挖掘农业多种功能，结合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等，挖掘利用乡村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生态文化等，大力发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创意休闲农业。

推进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省级休闲观光农业示范村创建，打造一批创意休闲农业品牌。预计 2018年，全市休闲农业综合接待人

数超过 2200 万人，实现综合收入 65 亿元。二是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产品物流、共享农庄、

创意农业、会展农业、生物农业等农业新兴产业，带动农民从新产业发展中 

广泛受益。大力培育农产品现代化流通业态，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推广“生产基地+加工企业+商超销售”“互联网+现代

农业+旅游”等新模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城郊或重点城镇建立农产品直销店，实现从产地到超市、从田间到餐桌的“一

站式”服务，让农民更多分享全产业链价值。三是大力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加快农产品加工集中区建设，引导产业向

园区集聚、企业向园区集中。支持龙头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智能制造、规模扩张和产品升级，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精细化管

理，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伸价值链。鼓励支持农民利用新技术开展农村创业创新，依托现代农业浐业园区、农业科技园区、

农产品加 X集中区等载体建立农村创业创新基地。 

推动农业综合改革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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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村综合改革为动力推进乡村振兴，释放改革红利，增强发展活力，提高生产效率。一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落实“第二轮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具体实施办法。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探索农村承包土地集体所

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推动确权成果应用，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着力提高农民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增值收益。探

索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支持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

系，全面完成镇村组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治理，促进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让农民获

得更多的集体资产收益。全面推广运用“市、区、镇、村、组、户”一体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E 阳光信息公开手机 APP 平

台。二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引导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挥其带动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双带”作用。实施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和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扶持培养一批职业农民、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专业技术人才等；落实好各项扶持政策，吸引各类人才

下乡创业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三是扶持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小农户的专业技能、经营管理等知识培训，提

升小农户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引导推动农业龙头企业与小农户建立紧密利益，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

化程度，引领小农户对接市场。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水平，帮助小农户克服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的短板，加强产前、

产中、产后全过程服务，带动更多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高质量 

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农业绿色生态建设，走低污染、低消耗的绿色发展道路，实现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共赢。一是加大农业资源保护。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切实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实施耕地质量提升与保护行

动，建立一批市级以上耕地质量提升综合示范区，示范带动耕地质量提升技术推广应用。推进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不断提高，

耕地持续生产能力。强化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养护，实施淡水经济物种、濒危物种、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推 i 南京长江江豚省

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严格执行长江禁渔期制度和固城湖禁渔期管理工作。二是整治农业生态环境。深入实施“263”专项行动，

加快构建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畜牧业整治、水产生态健康养殖、消减网

围、种植业减肥减药、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为抓手，深入开展“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生态治理，实现投入品减量化、

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让农业生态环境更美。三是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坚决打好农村垃圾分类、水环境治理和“厕所革

命”三场硬仗，率先在全省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扎实开展农村河道治理，加大农村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建设，确保到 2020年

实现农村垃圾分类全覆盖，不断改善农村生活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