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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农村富民增收 

夯实乡村振兴之基 

李炜 

江苏省射阳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重大任务。江苏省射阳县围绕

“聚焦农村富民增收、夯实乡村振兴之基”这一课题,在全县农经系统组织开展专题调研,通过现场走访、深入座谈、

数据对比和综合分析,针对主要状况、突出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增收现状 

射阳县是农业大县,全县农业人口 76 万人,农村劳动力 35 万人,耕地总面积 204 万亩。全县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

坚持富民为本,集中主要力量、调动要素资源、发挥政策优势,全力打好农村“富民增收”主攻战,千方百计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全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增收成效明显,总体呈现“收入提高、产量增加、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全县实

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064 元,同比增长 9.2%,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 10363 元,同比增长 7.7%,占 57.4%;工资性收入 5460 元,

同比增长 11.2%,占 30.2%;财产性收入 484元,同比增长 20.4%,占 2.7%;转移性收入 1757元,同比增长 9.5%,占 9.7%。 

制约因素 

射阳县农村富民增收工作虽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与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目标、与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

要、以及与省市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全县实际来看,当前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主要有: 

农村富民增收渠道拓展不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不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连续两年保持盐城市第一,但是农民

收入绝对值还不高,以 2017 年为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市平均水平 18711 元低 647元,更比全省平均水平 19158 元低 1094

元;全县还有 24280个未脱贫低收入人口、5个省定经济薄弱村未摘帽,农村富民增收渠道不宽,加之农村土地产出率低,农村家庭

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2017年同比增长 7.7%,农民人均收入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缩小,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限。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农民进一步转移就业的空间缩小,农民外出务工收

入增长受限,且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要求提高,大批产能过剩的企业关停,农民工就业岗位数量减少,

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困难加大。加之,农民工受过职业教育培训较少,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本领不高的情况普遍存在,农民外出务工

转移性工资收入增长受限,2017年同比只增长 11.2%。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起步较晚,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射阳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于 2017年上半年进入实质性启动,农

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起步较晚,农村产权交易额总量较小,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在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一直垫底,在收

入中的比重提升缓慢,增幅不大。2017年,全县农民财产性收入 484元,只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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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设施农业比重较低,农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目前全县高效设施农业比重为 13.8%,比全市 17.6%平均水平低 3.8个百分

点,粮食面积比重 67%,高于全市 62%平均水平 5 个百分点。高效农业、特色农业、精品农业发展和提升步伐不快,农田水利标准

化水平不高,75%的碎片圩区没有整治到位。加之在今后的农业结构调整进程中,农业建设用地指标紧张,农业结构调整难度将进

一步加大。 

对策建议 

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必须把农村富民增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多措并举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全

方位谋划、多角度发力。为此,射阳县计划 3年内投入 260亿元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谱写农村富民增收新篇章。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增收。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刀阔斧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一是调优种养结构。面广量大的

耕地是当地农业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是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希望所在。在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产能的前提下,按照“调

优调精调特”的思路,坚持“一镇一业”抓产业、“一村一品”创特色,大力发展优质稻米、绿色蔬菜、应时鲜果、名优水产等

高效作物和特色品种;重抓“稻+N”新模式推广,加快发展稻田复合种养模式,增加土地产出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二是调高品质结构。积极实施品牌强农工程,立足资源禀赋,以全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射阳大米”为标杆,打造苏

菊、射阳白蒜、海河西葫芦、特庸湖桑等一批地标品牌、公共品牌、商标品牌,提升“三品”产量比重,努力以品牌建设引领结

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推进射阳农业加快迈向中高端,真正叫响超级产粮大县、水产养殖大县和“中药材、蒜薹、蚕桑之乡”品牌,

打造全国闻名的健康食品产出基地。同时,重点发展草编工艺等 20 个“文化+”产业项目,打造陈洋文化创业街等一批特色文化

街区和村庄,叫响射阳乡土文化品牌。 

三是提升基础设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田结构,提升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降低农户生产经营风险,保障农户

生产经营收入稳定。按照“适度超前、有序推进”原则,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特别是群众关心关注的“四好农村路”建

设、区域供水二三级管网等,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按照“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涝能排、旱能灌”的标准,

积极整合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复垦、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等农田基建项目;提升农业机械化率,粮食种植基本实现全程机械

化,全力打造“省平安农机示范县”。重点打造万亩优质稻米、万亩西葫芦、万亩稻田复合种养等 3个稻米蔬菜标准化示范基地

和万亩大蒜、万亩菊花、万亩蚕桑等 3个特经作物标准化示范基地。 

四是加快产业升级。围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增加农民就业创业机会,提高工资性收

入。着力提升粮油精深加工水平,放大省级合作基地“苏·台海峡两岸渔业合作示范区”效应,推动以辉山乳业、农垦麦芽、益

海粮油等为代表的健康食品产业不断升级。重抓国家级农业园区创建,主攻高效设施农业、农业科技孵化和马铃薯原种扩繁,发

挥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农户带动、技术集成、就业增收的功能作用。 

深化农村改革促增收。深化农村改革,是推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一是深层次拓展农村改革首创“新样板”。

深入推进射阳首创的联耕联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积极发挥基层党支部和党员的带头作用,全面推进服务模式标准化,多元植入

“联”的因素,以联民联社为前提、联耕联种为基础、联管联营为关键、联工联商为方略、联富联美为目标,高层次拓展联耕联

种,实现土地收益和农民收入“双提高”。 

二是全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巩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探索成果应用,释放农民增收新红利。推进

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为重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引导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进行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推广生产托管、合作农场、土地股份合作、联耕联种、小田并大田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农村承包土地

经营权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入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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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重推农村社区股份合作改革,积极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产权登记,推进经营性资

产折股量化,促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推进经营性资产量化到人、固化到户,落实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和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等权利,加快完成社区股份合作社改革任务。有效推进农村产权交易

市场建设,规范农村产权交易行为,探索建立农村产权拓展延伸机制,做到农村各类产权交易“应进必进”,保障农村产权自愿、

公开、有序交易,打造县域产权交易工作先进县。 

鼓励农民创业就业促增收。推动农民创业就业,是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一是激励返乡创业。在出台返乡创业激励政策的基础

上,认真落实好省、市、县“富民增收”政策,完善配套措施、细化分解任务,形成政策合力。开展射阳籍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务

工能人和大学生调查摸底,通过寄发慰问信、发放服务大礼包、召开茶话会、座谈会等活动,激发在外创业人员回乡热情。同时

邀请企业界、学术界的精英深入射阳考察,施展才华。邀请乡贤返乡,为射阳发展穿针引线、牵线搭桥。 

二是拓展创业空间。紧扣第三产业发展创业,加强城镇中心商贸区以及专业批发市场建设,积极鼓励创业者围绕衣食住行、

城市建设、物业管理、家政服务、休闲娱乐等项目兴办社区服务实体;围绕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构建和完善以生产

销售服务、科技服务和信息服务为主体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为民、便民、利民中,推动城乡服务业的社会化、产业化、规模化

发展;重点打造一批专业服务型、活动聚合型、投资驱动型、创客孵化型众创空间。 

三是提升创业能力。以开展农民培训为核心抓手,坚持市场化和公益性并举,普惠培训和重点培训并重,以县镇创业辅导中

心、创业园区和县职业技术学校为平台,为创业者提供富有针对性、实用性的就业培训,有效提升其创业技能。重点实施乡土人

才“百千万”培育工程,培养一批农业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发挥其在带领技术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

动群众致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落实脱贫攻坚工程促增收。多措并举保障低收入农户如期脱贫。一是落实帮扶责任。深入推进党员干部“一对一”牵手致

富行动;开展“智志双扶”,对因学致贫、因病致贫户开展教师和医护人员“一对一”帮扶,提升低收入农户自身发展动力和自我

造血能力。 

二是精准帮扶措施。推进实施“一户一档”,建立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就业培训、教育健康托底、危房改造、金融扶贫、

政府兜底等需求档案。全面实施“一户一策一项目”,对全县未脱贫 12544户农户进行全面摸底,脱贫低收入农户需求,实行因需

施策,精准帮扶。 

三是夯实保障措施。持续深化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托底保障救助,继续实施“扶贫保险100”政策,持续放大射阳县在

全省推广“四个托底”经验做法。同时全面推进各项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扎实推进民生实事惠民工程。 

四是壮大集体经济。在对省定经济薄弱村实行县领导牵头、干部驻点、后方单位帮扶、金融和国有企业挂钩的“四位一体”

帮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实施“一村一项目”集体增收行动,兴建 265个产业帮扶项目,确保所有涉农村(居)每年集体增收不少于

3万元或较上年增幅不低于 15%。 

拓展新产业新业态促增收。更宽渠道拓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为农村富民增收开辟新途径、注入新动能。一是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业。紧紧围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跻身全国 50强的目标,以省特色田园乡村、国家田园综合体建设为契机,创建洋马鹤乡菊

海现代农业产业园、海河农耕文化博物馆等 2 个市级最具魅力休闲观光农业景点和“友点喜爱”“乐活桑镇”等 2 个省级创意

农园,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努力建设田园综合体、休闲农园、乡村民宿等各类乡村旅游项目,

打造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开发旅游商品,增加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业收入。 

二是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重抓农村电商,建设智慧乡村。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充分发挥新坍镇星火创业公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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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镇虫洞·π等“互联网+地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构建县、镇、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形成线上要素集约、线下精准服务、农产

品进城与农资和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的新格局,推进传统销售向订单式生产、网络化销售转变。借助电商平台扩大销售,推动一

二三产加速融合,让参与农民分享更多二、三产业利润。实施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实现农村地区光纤宽带网络、4G 网络的全

覆盖,开展 5G网络规划、建设和应用,全面建设智慧乡村。 

三是加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是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通过广泛宣传,典型引路,政策扶持,新发展一批国家级、省级示范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专业大户以及“公司+家庭农场”等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增加农民股息红

利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