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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高地 

崇明区农业委员会 

崇明区是上海最大的农村地区，拥有全市 1/4的林地、1/3的基本农田，拥有全市最多的农村和最多的农业人口，是上海乡

村振兴的重要阵地，也是上海重要的“菜篮子”“米袋子”。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对崇明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寄予厚望，

提出崇明应“杀出一条绿色农业的血路，闯出一条生态经济的新路”。崇明坚持以全球视野为导向、世界水平为标杆，以高科技、

高品质、高附加值为引领，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争把崇明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高地，成为全市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 

一、前阶段主要工作 

（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发展转型升级。优化农业区域规划，完成市下达的 43.6万亩农业“三区”划定任务，

重点推进 2个科技农业项目集聚区、2个农业创新集聚带和 1个现代农业产业园“两区两带一园”农业集聚区建设。同时，以筹

备第十届中国花博会为契机，研究制定花卉产业扶持政策，发展高端花卉产业，已引进恒大、源怡、优尼 3 家优质花卉企业。

引进优质种质资源，培育国庆稻新品种“沪早香软 1 号”及优质水稻新品种“沪软 1212”，获得“南粳 46”水稻品种在上海地

区的独家经销代理权。建立国内首份绿色农业发展负面清单，对农业生产产生的污染源、落后产能等以负面清单的方式实行减

量化和退出机制。确定 72项生态评价指标和退出标准，并据此制定清退淘汰三年行动计划。制定养殖业布局规划，基本完成规

划不保留养殖场退养工作。 

（二） 树立全域全生态发展理念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点透了崇明生态本底优势的弥足珍贵。崇明农业

的发展，建立在丰厚的“zK 土林气”的资源禀赋之上,“绿色”是我们不变的底色，“生态”是我们根本的标准，崇明广袤的土

地将成为上海绿色农业制造品牌的“车间”。 

去年崇明成功跻身全国 40 个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创建地区。按照“共抓大保护”的工作要求，我们将树立全域全生

态发展理念，开展先行先试。推动绿色食品全覆盖，推广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今年已实现认证率 70%,2020 年目标达到 90%；

打造水产循环零排放模式，制定水产养殖布局规划，启动“鱼塘-水稻-湿地-林地”养殖尾水综合治理循环利用试点，推进三星

镇、港西镇河道放流养殖设施和环境改造试点。强化绿色投入品管控，出台绿色农药管控规定，制定世界级生态岛农药管控新

标准和绿色农药目录，限制使用目录以外农药，建立集绿色农药采购、销售、配送、使用、废弃物回收处理为一体的绿色农药

封闭式管控体系。提升耕地质量，应用微生物肥菌、蚯蚓养殖技术，实施土壤改良和保育试点。 

（三） 引培优质经营主体 

崇明各级政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世界级“选手”参与生态岛建设。2018 年 1 月 6 日，崇明区携手市农委成功举办农

业招商推介会，在全市首次推出 5万亩规模优质土地邀请世界级“选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目前已完成了 5批 64个项目的区

级评审，其中 20个项目已完成意向落地。同时，与正大、恒大等知名企业洽谈合作，引入先进的经营发展模式。加强土地流转

管控，制定规模流转土地中零星未流转土地归并整合与平移指导意见，启动国有农用地、在崇市属企业地产集团农用地资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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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纳入招商平台统筹管理。加强设施用地管控，完成崇明特色设施用房方案设计，确定设计风格和建筑材料并完成试点建设。

支持以开心农场、博士农场为代表的示范经营主体发展。建设农宅流转系统，畅通开心农场进出机制，建立开心农场项目库，

启动实施 8 个点状供地项目。按照“优质、一般、淘汰”三个等级，初步完成首批 646 个规模经营主体分类评估。基本完成乡

镇两个“3_5家”优秀经营主体上报梳理，锁定全区优秀经营主体 136个，其中提升改造型 99个，引进培育型 37个。推动联扶

公司实体化运行，申请和落实都市现代、综开等农业项目政策，与合作方分别建立项目公司，实施高标准设施等投资建设和运

营管理，引导先进技术的集成应用。 

（四）推进优质农产品品牌整合 

加快探索崇明地产优质农产品的品牌整合和监管,崇明农产品开始从“田间地头”搭乘物流冷链，走进城市商超，走入市民

家中，努力建成上海绿色农业发展车间，打响崇明制造品牌。 

率先在稻米产业寻求突破，推动从“售谷”到“售米”的转型升级。对标世界最高标准，在全区划定 1 万亩生产基地积极

推进实施无化肥、无化学农药的“两无化”生产模式，制定了“两无化”生产的崇明标准。在种源准备、环境测试、生产指导、

技术培训、智慧农业、品质鉴定等方面实现全流程管控和开放式监督，并与高端电子商务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发展订单农业，

提升“崇明大米”区域公共品牌的推广度和知名度。 

以“崇明大米”为起点,通过保种育种、种养技术提升等手段，促成崇明清水蟹、白山羊、翠冠梨、优质柑桔等一大批重点

特色品种的品质提升。以产业辐射度、品牌带动力、市场美誉度为指标，着力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特色、有文化的“崇明”地

域标识区域公共品牌，建立绿色农产品联盟，让高品质、高附加值成为崇明农产品的品牌名片。目前已培育崇明大米、金沙橘、

清水蟹等一批知名品牌。 

（五）推进乡村高品质发展 

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重点推进“三个全覆盖”:一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出水水质从“二

级”提升至“一级 A”,完成 19.2 万户安装目标，实现处理全覆盖。二是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全覆盖。全区已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全面覆盖,收运处理设施自成体系,减量利用自我消纳，今年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33.4%。三是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

覆盖。推动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覆盖，聚焦水稻秸秆、多汁蔬菜、瓜菜藤蔓、林地枝藤等农林废弃物，引进深圳大树、微

秸宝等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推行适合崇明实际的秸秆燃料化、饲料化、肥料化等循环利用模式,建立完善的收集、处置终端体

系，实施资源化利用。结合“五美社区”建设，推动园艺村、北双村、新安村等 7 个市、区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按照“一

镇一村”的要求，全区 16 个涉农乡镇每镇至少推进 1 个区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到 2019 年底建成一批具备示范引领作用的

特色精品村，为下一轮创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做好储备。 

二、下阶段打算 

在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的同时，崇明区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着力补短板、建机制、提品质，继续坚定不

移的把“全面提升崇明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能级与核心竞争力”作为行动指南，以勇做“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

的责任担当,全力打造新时代的崇明“新三园”，扎实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一）打出优化人居环境组合拳，共筑近悦远来的美丽家园 

厚植生态优势，描绘崇明乡村振兴的靓丽风景线。一是更高起点谋划美丽乡村发展方向。明确崇明乡村面向全球、面向未

来的功能定位，率先建成市、区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塑造崇明美丽乡村和五美社区建设的新标杆。以“美在生态、富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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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文化”为根本遵循，乡镇沙场点兵、村庄同台竞技，形成分层次、滚动式推进示范村创建工作的“蓄水池”，着力打造一批

凸显崇明颜值，成就乡村价值，代表上海水平，具备国际高度的崇明乡村振兴示范村。二是更高水平推动林业建设路径升级。

结合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筹备，深度发掘崇明“一镇一树种，一村一花园”景观特点，打造富有特色的林间花海、沿路花带、水

岸花田，形成港西镇月季小镇、陈家镇瀛东村花卉港建设形态。推行多种林下经济种植试点，推动林地空间与优势产业的全方

位融合。三是更高层次深化人居环境‘三个全覆盖”。积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国家级示范区建设,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与生态的发展共赢，研究探索生产、生活废弃物“变废为宝”的优化提升方案，推进“全粪+秸秆”、沼液转化液面肥和底肥试

验，全面推广应用深圳大树、微秸宝技术，争当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模范生”。 

（二）打造生态理念发展样板地，共建充满活力的绿色田园 

强化底线管控，打造上海生态发展的先行示范区。一是夯实绿色发展基础。全面推进绿色农药封闭式管控，建成“1+16”

绿色农资连锁经营体系，实现布局合理、销配一体、溯源清晰的绿色农药智慧监管，点亮崇明地产农产品绿色“光环”。落实农

业负面清单三年行动计划，严格执行农业生产方式全生命周期监管和农业面源污染源、落后产能减量化退出标准。推进水产养

殖尾水生态化处置与循环利用，实施养殖尾水排放治理工程提升改造，开展尾水未达标水产养殖场清退。推进规模化蔬菜基地

整建制绿色高效生产。二是筑牢规模发展基础。依托 GIS 地理信息动态监管系统数据，制定形成涵盖农田、道路、水利等为一

体的乡村振兴综合型布局规划，开展 2 个村土地归并布局试点。巩固 100%完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土地确权登记的成果，实现

土地规范流转率达到 90%以上。实施国有农用地土地资源整合，开展与地产集团等市属单位的合作联动，启动第二轮规模土地的

全球农业精准定点招商，构筑农业发展的“四梁八柱”。以 100亩以上水稻、蔬菜基地,30 亩以上水产基地、50亩以上果树基地

和规划保留畜牧养殖场为核心，实施扁平化管理，启动崇明百千农场建设。全面提升农机社会化、数字化服务能力，完成农机

智能化管理全覆盖，培育 1 家农机产业化龙头企业。三是构建品牌发展基础。建立以“崇明”为地域标识的绿色农产品区域联

盟和公共品牌，在完成崇明大米、崇明金沙橘、崇明清水蟹区域公共品牌整合打造的基础上，继续打造崇明白山羊、崇明蔬菜、

崇明翠冠梨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六大品牌整合与监管，推动农业品牌国际化。探索种植自然化发展模式，打造以“两无化”为

核心竞争力的崇明农产品，实施机插秧覆膜试验。探索崇明绿色农产品周年联合供应模式，打造知名企业的福利工厂。开展崇

明农产品物流包装中心建设，打通农产品供应链最后一公里。 

（三）激活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共享令人向往的幸福乐园 

坚持群众视角，构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高地。一是发挥农业科技发展“场效应”。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加强与

国内外机构组织、院校、企业、智库合作，建立崇明中以、中荷、中日现代农业创新园区，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中外高端农

业技术转移、集成展示、孵化培训、标准制定和应用推广示范中心，不断提升崇明农业“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发展的

国内外集聚和辐射能力，确立崇明农业发展的国际站位。实施农业人才素质能力提升培训行动计划，每年分批遴选农业领域优

秀人才、技术骨干和优质经营主体代表赴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开展专题学习培训，打造服务崇明农业发展的“人才梦之队”。

二是实现助力农民增收“加速度”。推动以全区 269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股东的崇明联扶事业公司实体化、项目化运行，实施靶

向精准的高水平农业产业和生态经济项目投资。确定农村综合帮扶产业项目，做好 2 个对口区、13 家企业人才来崇明挂职参与

崇明乡村振兴建设。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进以点状供地带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完成 8 个乡村振兴重点项目点

状供地计划，激活农村"沉睡资源”，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发挥香朵、东禾九谷等开心农场，前

小桔等博士农场等优质农业经营主体的增收带动作用，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