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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扬州农村双创升级版 

王 波 吴永宏 黄 健/ 江苏省扬州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扬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人员日前深入宝应、高邮、仪征、江都、邗江、广陵等农村地区，调研扬州市乡村创新创业

情况。调研中发现，双创人员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广大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和科技人员等，其主力军和生力军

都为企业主体。农村创业要想取得成功，应拥有一定的资本实力、过硬的科技成果以及畅通的营销网络。关于“创新”，除了

推广科技成果，更多的是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制度创新、理念创新等。 

发挥资源要素优势 

扬州农村双创亮点纷呈 

工商资本反哺农村成为双创的主流。调研发现，1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几乎都来自城市工商资本，如宝应范水镇的肝素钠项

目由本地外出创业的企业家赵建明投资5 个亿上马，高邮的苏中大地项目由上海华东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勇德投资1 个亿建成，

仪征马集的黑莓产业链由溧水企业家徐厚军（江苏百汇园公司董事长）投资运营，江都仙女庙镇的阿波罗风情一条街由本地企

业家中朴集团朱林投资10 个亿建成，邗江杨寿的创日种猪场由上海企业家程洪青投资2 个亿等。这些项目构成了当地农村的支

柱产业，成为“双创”工作中瑰丽的一道风景。 

农业园区成为“小微企业”的孵化器。对于资本实力有限、经营经验不足的创业人士来说，农业园区是创业最理想的舞台，

这里有着较完善的农业设施、较健全的科技推广体系以及较有活力的营销网络。广陵区沙头现代农业产业园的20 亩设施草莓核

心示范区，由扬州大学- 扬州市现代园艺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了从脱毒种苗、生产种苗到基质配方、水肥一体、绿色防控，再

到智能控制的全技术链，展示了多学科技术集成的鲜明特点。目前，该模式已在全国推广应用，在目前行情下，该模式每亩土

地可产出25 万～ 30万元，其草莓已在全国、全省草莓评比大赛上获得10多项金奖。吴桥蔬菜产业园创业者顾启俊，于2017投

资20 万元在园区创办了扬州花家园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租赁了10 亩大棚专业从事鲜切花（月季系列）的生产与营销，2018 年

获毛利15 万元，纯收入约8 万元。蒋王农业都市园，电视台记者祁贵仁创办了扬州贵人生态有限公司，租赁土地230 亩，先后

投入500 多万，形成了“以珍稀苗木为主体、以时尚鲜果为补充、以开心农场为延伸”的新型农业综合体，2018 年实现销售额

100 万元，预计2019 年将突破300万元。沙头农业园区，原蔬菜经销者宗新军投资创办了江苏尚品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培育出市场热销的食用菌系列，在此基础上又创办了“天仙配”电商，从田头到餐桌形成了完整的物流配送链。据不完全统计，

扬州57 个各类农业园区孵化出约2800多家小微企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的“三个转变”，从跑田头到跑码头，从谋饭碗

到干事业，从做生意到做品牌。 

独特的资源禀赋成为依托。农村双创工作不但靠资本，还靠资源，一些地方难以替代的资源优势造就了一批成功创业者。

高邮的鸭经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全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菱塘乡的王鹏，1997 年从供销社下岗后瞄准了蛋品加工，先创办了

高邮市红心旺食品有限公司，后又组建了高邮市兴旺鸭业产销合作社，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4000 多万，纯收入100多万。江都

区郭村镇为国家级优质稻米生产基地，葛忠奎创办的扬州中月米业有限公司，以稻米加工为主体，围绕产前、产中、产后的各

个环节，为2000 多农户承包的8000 多亩水稻田，实施统一供种、统一植保、统一收割、统一价格、统一质量、统一品牌“六

统一”服务。 

综上所述，扬州农村双创工作成功的案例，都有着共性特点：一是瞄准一个好产品。典型的是肝素钠，从猪小肠上提取的

生物抗血凝剂，国际市场需求长盛不衰，无论原料和销价怎么变化，“高来高去、低来低去”的机制，确保创业者始终有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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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是创新一套好模式。中月米业、红心旺食品等企业，都成功践行了“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运营模式，有利于实现“成

本最低化、效益最大化、质量最优化、服务最佳化”。三是开拓一片好市场。高邮苏中大地的优质稻米售价达每公斤44 元，关

键是连接了上海的高端市场。目前创业者在营销网络中普遍舍弃中间环节，向市场源头进军，从而获得越来越多的价格主导权。 

 

扬州农村双创工作还存在着诸多瓶颈，除了普遍存在的土地、资金、用工等瓶颈，从事农业特色产业的创业者还会遇到难

以预料的市场风险。如仪征马集镇的黑莓产业链，起步时黑莓价格为8 ～ 10 元一斤，3 年之内跌至2 元一斤，由此给1000 亩

黑莓园投资回报带来了隐忧。再如，中月米业公司因稻谷收购集中，烘干流程难以适应，增加了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创业者

千万不可盲目扩张，农业产业应立足于稳扎稳打，“走小步、走健步、走稳步”。建议各地对农村双创人员多一些实在的政策

和资金扶持，特别要严格遵循“该市场办的，交给市场办”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创业者需求出发，从市场效益出发，

为他们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提升联农带农新动能 

引领农村双创高质量发展 

畅通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渠道。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一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大学生、

科技人员及城里相关人员返乡下乡创业创新，这是城乡间资源要素合理的、良性的双向流动，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各项

利好政策持续发力，促进农业农村进一步稳定向好的结果。农业农村正成为创业创新的热土，具备了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各级

政府部门要在畅通城乡之间人才、资源、要素等渠道方面加强研究，提供便利条件，促使返乡下乡人员下得来、留得住、干得

好。 

充分发挥联农带农导向作用。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主要依靠当地农业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各地在制定各项政策时，要坚

持带农、惠农、富农、兴企导向，优先扶持联农带农模式创新，积极探索“双创公司+ 合作社+ 农户+ 保底价+ 市场二次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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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二次分红”模式，“双创公司+ 合作社+ 农户”的“土地流转优先返聘”模式，“双创公司+ 合作社（家庭农场）+ 农

户+ 金融”的“保底收购”模式等多种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双创引导，拓宽经营主体的增收渠道，让农民也能分享到创业创新

的红利。 

提升创业创新项目质量水平。围绕扬州农业绿色优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在优质粮油、花卉苗木、水禽养殖、特种水产、

名优茶果、时鲜蔬菜、食品加工、观光农业等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方面，创业创新项目要坚持环境无害化、种养循环化、产品精

品化、科技集成化、营销品牌化、销售多样化、加工集群化、模式最优化，科学选择本地积极支持的产业模式，提升创业创新

项目质量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