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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牌”助乡村兴产业 

范易 

苏州日报社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为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在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过程中，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构建现代农业科学体系和推动农文旅一体化发展，走出了

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兴旺“吴中之路”。 

目前，该区村级集体净资产 98 亿元，村均稳定收入 1341 万元，农民户均分红 6200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3.26万元。 

打好“保障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为产业兴旺筑牢坚实基础 

镜头：6月 5日，农业农村部把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培训班搬到了苏州乡村振兴学堂，围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进行

了为期三天的教学培训。其中既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专题报告与政策解读，又有中泾村、灵湖村的乡村振兴实践探索，

还为大家安排了柳舍村、旺山村这两个现场教学点，原汁原味地呈现了江南水乡田园风韵和现代农业发展新貌。 

实践：早在 2015年，吴中区就作为全省唯一代表，入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国家级试点单位。随后，全区各乡镇、

街道纷纷开始探索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模式，摸索出了明确集体资产产权归属、村镇抱团发展、强化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三条

吴中经验。 

在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的改革中，吴中区重点打好清产核资、股权固化、政经分开、权能拓展、产权交易五项组合

拳，其中，清产核资为股份权能改革打下了基础。 

甪直镇是吴中区清产核资的首个试点乡镇。2016 年，甪直甫南村仅用 2 个月就完成了清产核资工作，委托专业测绘机构绘

制了资产资源分布图和宗地图，制作资产登记卡 165 张，核实村级经营性资产 6700 万元、资源性资产 1837 亩，全部分类登记

造册，纳入区级集体资产管理信息平台监管。 

吴中区是农业大区，为了解决单个村（社区）势单力薄的短板，实现跨区域发展，探索出了村级自筹聚民心、集团公司整

资源、镇级统一管资产等多种抱团发展模式。 

木渎镇香溪社区是 2003年由金星村等合并而成的。2001年 8月，金星村率先成立了江苏省首家“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

发展至今，香溪社区又增设了“富民置业合作社”和“创业投资专业合作社”，积极推动农民自愿入股，增加农民投资性收入。 

长桥街道下辖 7 个涉农社区通过成立长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等载体，整合社区资源，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走出了一条政

经分开、抱团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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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桥连续多年成为全区村均拥有净资产及户均分红最多的街道，也是全市村均稳定收入最高的街道。2019 年起，吴中区探

索乡镇统一调配管理资产的集约发展模式，村集体资产的经营权移交至镇级，由镇级统一调配，以提高资产的利用率和转化效

率。 

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吴中区还强化农村集体资产监管，集体资产线上交易新增区级立项审核程序，确保农村集体

资产交易规范实施。2018年，区农交中心线上交易共计挂牌 5262笔，累计成交 4800笔，成交合同年租金 5.22亿元，合同总租

金 16.97亿元。 

打好“引擎牌”，构建现代农业科学体系 

为产业兴旺提供全面动力 

镜头：6 月 19 日，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公布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其中，位于临湖镇的苏州太湖现

代农业园是苏州市唯一成功入选创建名单的单位，也成为苏南地区首家获评的单位。近年来，吴中区以西山、太湖、澄湖三大

园区为重点，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体系，为农业产业注入了全面动力。 

实践：月月有花、季季有果、天天有鱼虾，这是吴中区的真实写照。为此，吴中区做大做强传统农业，健全机制保耕地，

全面落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守牢全区 15.01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以此为依托，吴中区粮油产业、茶产业、水产业和果蔬产业等全面健康发展，产量稳中有升，尤其是特色农产品发展势头

良好。2018 年，全区茶叶总产值 2.69 亿元，其中碧螺春产值 1.33 亿元，占总产值的 49.4%；果品总产值 5.1 亿元，较上年增

长 26.74%，新增枇杷、杨梅等特色时令果品种植面积 2328.5亩，特色经济果品杨梅和枇杷面积占比由 51.67%上升到 54.05%。 

科学技术对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吴中区积极深化与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的合作，建立企业院士工作站 1个，

启动中农大有机农业循环研究院项目，并将成立产学研苏州基地。在此基础上，吴中区大力推广生态种养技术，实施农药化肥

减量控害、秸秆综合利用和休耕轮作。吴中区大力推进“互联网+农业”建设，建立 2个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区，认定 2家市级

“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带动一大批农民实现创业就业。 

人才是第一资源，加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是吴中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 年，吴中区培育东吴现代农业人才

27 人，认定新型职业农民 75 人，培训各级新型职业农民 1130 人，培训课程分为生产经营型和专业技能型两大类，旨在为农民

提供更切合自身实际的技术帮助。 

通过区、镇（街道）、村（社区）集体和村民的多方努力，吴中区基本构建出立足于地方特色农产品的现代农业体系，从

传统农业、科技推动、人才助力三方面为产业兴旺提供了全面动力。2018年，全区实现农业总产值 46.2亿元；洞庭山碧螺春品

牌以 42.06亿元的品牌价值，入列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 

打好“特色牌”，推动农文旅一体化发展 

为产业兴旺提供新增长点 

镜头：7月 12日，10多位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专家来到横泾街道，为吴中区农文旅融合工作“把脉问诊”。

今后，横泾南部农旅项目将与同程旅游合作打造原创旅游 IP品牌，进一步推进乡村休闲旅游产业链的构建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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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旅游业一直是吴中区的一张名片。近年来，吴中区立足特色优势，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之路，为农业产业提供了新的

增长点。 

实践：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发达的交通网络，吴中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居客来寻找“乡情”。为

了加快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吴中区乘势借力，构建产业融合、全域联动的大旅游发展格局，其中民宿产业成为其发展全域

旅游的亮点。 

位于木渎山塘街上的筱驻是由一座五进院落改造而成的民宿。这所宅院既是民宅，也是文保单位，还保留着昔日的门槛、

古井、牌匾等。这里一共有 17间客房，设计成了 7种不同的风格，不同主题的房间有不一样的名称，合在一起，传递出“留下

来别走”的意思。 

以筱驻等为代表，吴中区民宿在数量规模上做到“全面开花”，形成了陆巷、三山岛、明月湾、柳舍、旺山等多个民宿聚

集区，2018年底全区民宿总数达到 800余家，客房超过 5000间，床位过万，走在了苏州全市前列。 

为了在规范管理上做到“齐抓共管”，2018 年 6 月 28 日，吴中区成立太湖民宿联盟，82 家已办理相关证照并备案登记的

旅游民宿成为联盟首批会员。这些民宿的发展既保留了地方特色，又延长了产业链。如横泾街道上林村东林渡将民宿与农耕文

化体验相结合，打造出了乡根主题度假社区；临湖镇灵湖村将民宿与文化创意产业、书画产业相结合，打造出了玖树•森林的秘

密度假村，使民宿成为农文旅产业的连接点。 

在发展特色休闲旅游业的过程中，吴中区特别注重就业与产业同步发展。金庭镇大力发展电商产业，构建“电商+人才”全

新体系，定期举办电子商务进乡村系列活动；鼓励支持青年返乡创业创新，培育出了一支以“太湖客”“青年货栈”“雅雯妈

妈”等为代表的返乡创业电商青年队伍。 

吴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吴中区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理念，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挖掘、

基层探索、企业创新等打好“物质保障”“引擎推动”“特色文旅”三张牌，助推产业兴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农民增收致

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