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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盐城农业“靓丽名片” 

施建霞 

打造盐城农业“靓丽名片”应当依托农业规模优势，聚焦发展潜力，寻求符合盐城农情实际的最具代表、最现

实可行的方向着力突破，以“点上出名”带动现代农业“全面开花”，进一步彰显农业体量“大”的优势，锻造竞

争力“强”的核心，拓展富民增收“好”的效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三大切入点：东部沿海大粮仓、生态食品大超市、乡村休闲大花园 

盐城地处北纬 30度两侧的农业优势区域，农业发展至今呈现出规模体量大、产业体系全、农产品品类多等明显优势，是长

三角 27个中心区城市中农业总产值唯一超千亿元的城市。进一步提高农业贡献度和知名度，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选取东部沿

海大粮仓、生态食品大超市、乡村休闲大花园三大切入点打造盐城农业“靓丽名片”，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可行性和操作性。 

“东部沿海大粮仓”的选择考量。确保粮食产能才能端牢中国饭碗。盐城市粮食产量连续 7年超 70亿公斤，占全省的 1/5、

全国的 1/100之多，作为产粮大市有责任有义务扛起稳产保供重任，建设东部沿海大粮仓完全符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从盐

城农情看，全市现有耕地 1161.7万亩，建有 600 万亩优质稻、600 万亩专用小麦、500 亩次优质蔬菜、100 万亩精品瓜果、100

万亩海水养殖、100万亩淡水养殖、千万头生猪养殖和超 2亿羽肉蛋禽等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初步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科

技领先的沿海现代渔业产业带和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娟珊牛奶源基地，以占全国 0.61%的耕地，生产了约占全国 1.2%的粮食、1%的

肉类、2.1%的蔬菜、1.9%的水产品和 2.8%的蛋类。粮食、蔬菜、生猪、家禽、蛋类、油料、水产等 16个农产品规模和产量一直

居江苏第一，具有打造东部沿海大粮仓的现实基础。从沿海区域看，在大陆 49个沿海地级市中，盐城是唯一粮食总产超百亿斤

的城市，加之盐城地处长三角平原农业区，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优势。 

“生态食品大超市”的选择考量。一是消费市场有需求。进入新时代，健康营养、优质绿色的食品已成为消费新热点，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盐城拥有长三角人口密度高、经济发展快、市场容量大、消费需求旺等优势，抓住食品消费升级机遇，打造

“生态食品大超市”，这是抢占市场制高点，实现换道超车、跨越发展的战略抉择。2021年，盐城市农业总产值达 1311.6亿元，

规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1789 家，其中国家级 9 家、省级 92 家、市级 303 家，建成 9 个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农产品加

工产值突破 3200亿元。创成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3个，省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域覆盖，绿色优质农

产品比重达 71.8%。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13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19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56个。2021年东台西瓜、射

阳大米、阜宁黑猪、响水西兰花入选江苏省“十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二是产业升级有空间。盐城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食品加工业发展空间很大。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之比仅为 2.44∶1，低于全

国 2.48∶1、全省2.78∶1的平均水平，农产品大部分还停留在粗加工层面，稻麦加工还以大米、面粉为主，水产品加工以速冻

为主，畜禽产品以初加工和活体经营为主。以打造名优生态食品城为引领，实现从农产品“原料基地”向“加工基地”的转型升

级，既是补短板强弱项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力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乡村休闲大花园”的选择考量。近年来，农业全面向生产、生活、生态多功能拓展，与旅游、文化、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

农业价值得到显著提升。盐城依托“首批全国优质康养休闲旅游胜地”，打造“乡村休闲大花园”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 

一是区位交通优越。盐城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空间广阔、资源富集、交通便捷，拥有五个国家一类对外

开放口岸，高铁、航空联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青岛、西安等国内 30多个重点城市，时速 350公里的盐通高铁将盐城全



 

 2 

面融入上海“1小时经济圈”，盐城正成为产业集聚的新高地、沿海交通的新枢纽、开放合作的新前沿。 

二是生态资源突出。盐城兼有海洋、湿地、森林三大生态系统，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生态保护最好的

世界自然遗产地——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为中国第一处、世界第二块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地。建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拥有长三角最大的绿肺、最好的空气、最多的珍稀鸟类，全市林木覆盖率超 25%，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84.2%，环境质量指

数位居全国前列。 

三是产业基础厚实。全市休闲观光农业蓬勃发展，2021年景点总数达 629个，综合收入突破 190亿元，年均涨幅超 10%。有

东台等 3个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恒北村等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大丰荷兰花海“无中生有”，王潮歌《只有爱》戏

剧幻城更是长三角文旅项目新标杆，在全国叫响了“赏花经济”品牌。策应长三角(东台)康养基地建设，打造“乡村休闲大花

园”必将推动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方向路径：聚合资源禀赋优势、聚焦农业高质量发展、聚力农业现代化建设 

“东部沿海大粮仓”是农业一产发展的基础，“生态食品大超市”是农业二产发展的核心，“乡村休闲大花园”是农业三

产发展的关键。农业名片打造要立足“勇当沿海地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定位，聚合盐城特有资源禀赋，聚焦高质

量发展主线，聚力农业现代化建设，大力实施龙头、科技、人才、绿色、品牌、开放“六大强农”行动，重点重抓、靶向发力，

匠心独运、深耕细作，力争 3年见成效、5年成气势，在全国现代农业建设中烙下深深的“盐城印记”。 

“东部沿海大粮仓”打造。坚持把粮食生产作为头等大事、首要任务，大力实施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战略，不断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切实发挥好粮食大市“压舱石”“稳压器”作用。 

一是扛起大市责任担当，建稳大粮仓。进一步压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稳面

积、稳产量，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488万亩左右、总产量保持在 70亿公斤以上，继续为全国、江苏粮食生产挑重担、作贡

献。大力提升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水平，启动新一轮优质粮食稳产增效工程，扩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确保油菜、花生等油料种植面积。 

二是夯实三大基础，建牢大粮仓。抓实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与农机装备“一个支撑”，确保“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落地生根。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推进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四大工程”，打造一批“育繁推一体化”

现代种业集团，建设沿海良种繁育“硅谷”。大力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480万亩，实现全覆

盖。加强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稳步提升耕地质量等级，确保农田就是良田。实施农机装备智能化、绿色化

提升“两大行动”，推进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 

三是统筹总量多样，建优大粮仓。树牢大食物观，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推进“菜篮子”

工程绿色蔬菜保供基地建设，加快建设沿海现代渔业产业带，提升重要农产品供给水平，既保产量、保总量，也保多样，生猪、

蔬菜、家禽、蛋类、水产等农产品规模和产量继续保持江苏第一、走在沿海前列。 

“生态食品大超市”打造。立足盐城农业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更加有力的产业支撑、初具影响的产

业品牌的现实基础，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做强全链条，锻造食品城发展核心。坚持以“构建全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打造产业生态”为路径，完善农产品“从

田头到餐桌”全产业链，推进优势主导产业集群集聚发展，重点培育发展优质粮油、绿色蔬菜、经济林果、规模生猪、现代禽业、

特色水产 6条农业全产业链，鼓励发展农产品“生鲜电商+”“中央厨房+”、直播带货、社交营销等新模式。深挖何首乌、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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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菊花等特色精品产业，做优药食同源、功能保健食品。发挥好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

载体作用，建设农业食品创新平台，布局提升一批高端食品加工集中区，培育发展绿色、健康、有盐城特色的食品加工业，开发

一批名优生态终端食品。 

二是推行大招商，培强食品城市场主体。加大农业产业集群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推进亿元以上、千万元以上农产品加工项目

建设。引导射阳大米集团、银宝集团等本土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中粮、牧原、温氏、光明等国家级龙头企业布局

全产业链建设，形成一批链主型农业龙头企业和“小巨人”企业，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龙头企业通过股改上市，着力打造一批年

销售额超 10亿元、20亿元的规模龙头企业，突破年销售额超 30亿元、50亿元的领军龙头企业。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带动、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小农户参与的产业化联合体。 

三是保证好质量，强化食品城品质背书。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农业领域的创新实施，

全面推行农业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农业高品质发展。实施农业生产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加快建立全环节标准体系。强化全程追溯监管，促进规模主体入网监管全覆盖，实现

食用农产品全过程、全链条质量安全可追溯。四是打响“盐”品牌，提高“大超市”传播声量。树立农业品牌意识，实施农产品

品牌培优提升行动，强化“盐之有味”区域公用品牌统筹力度，提升射阳大米、东台西瓜等产业品牌影响力，发挥好品牌的龙头

带动和光环效应，创塑盐城农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农业全面融入长三角，拓展融入东北亚经济

圈深度，叫响“生态食品大超市”。 

“乡村休闲大花园”打造。策应全市“十四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打造世界级生态会客厅”要求，聚力

发展休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一是建设“好看”乡村美景。实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提升工程，重点推进城郊都市休闲圈和里下河水乡风光带、沿海滩涂

风光带、古黄河生态风光带“一圈三带”农旅美景建设。做精“探秘自然遗产、解码古老串场、戏水湖荡湿地、寻踪黄河故道、

传承红色基因”五大乡村休闲旅游文章，重点建设以盐都大纵湖、射阳鹤乡菊海、响水西兰花海、大丰荷兰花海为“四核”和以

环城高速生态廊道沿线、串场河沿线、国道 228沿线为“三带”的农业景观。 

二是打造“好玩”精品线路。以春季踏青赏花、夏季避暑纳凉、秋季美食采摘、冬季农趣体验主题，重点打造以麋鹿、丹顶

鹤自然保护区为重点的农业生态观光线路，以盐都、建湖、阜宁等湖荡风景区为重点的水乡风光旅游线路，以东台黄海森林公园

和射阳洋马十里菊香园为重点的休闲康养线路。优化“缤纷盐阜·多彩盐城”美丽乡村旅游公路，打造创意多元的公路服务驿

站。 

三是做优“好吃”地标美食。挖掘传承特有物产、具有鲜明乡土特点的民间菜品，培育东台鱼汤面、建湖藕粉圆、滨海五粮

粥、阜宁大糕等乡土地标食品，提升盐城“八大碗”特色餐饮。加强特色农产品营销力度，在景点景区、高速服务区、高铁列车

设立盐城特色农产品专柜专区。四是丰富“好感”体验活动。围绕农业生产、农耕文明、民俗文化、农业节气等，深挖节庆活动

内涵，培塑独特的盐阜品牌，不断丰富大丰荷兰花海郁金香文化月、盐都草莓文化节、亭湖大洋湾樱花节等农业节庆活动，提供

良好的农业节庆消费体验。挖掘农村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扩大东台发绣、滨海草柳编、大丰瓷刻等乡土特色手工艺品知名

度，架好盐阜乡村与外界的桥梁，让游客愿意来、吃得好、玩得好、还想来。 

组织推动：统筹协调、立说立行、久久为功 

打造农业“靓丽名片”要坚持系统思维，谋定而后动，定好就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在“五个一”上下功夫、求实效。 

建立一个推进机制。把农业名片打造置于全市现代农业发展大局中优先推进，强化领导机制，实行“一把手”工程，配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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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力量，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部署工作措施、解决具体问题。强化协同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作的推进合

力。强化创新机制，实施“标准化+”战略，建设一批区域产业合作联盟、院博士工作站等平台，攻关形成和推广运用一批行业

关键发展成果、重大农业科研成果，增强行业话语权、产业主导权、市场主动权。强化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名片打造绩效评价体

系，激发名片打造活力。 

制定一套实施方案。围绕三大切入点，高端定位、顶层设计，尤其是生态食品大超市、乡村休闲大花园的行动方案，可以聘

请江南大学、中国农大等国内一流专家团队编制，加强与“十四五”规划等文件有机衔接，形成一套紧密关联、立体推进的具体

实施方案，明确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责任单。 

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坚持“目标清单化、清单项目化”，布局实施高标准农田示范建设、千万元以上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冷

链物流等一批具有牵引性的重大项目，推动农业名片打造工作落地落实。 

完善一揽子支持政策。聚焦“人、地、钱”，聚合各类要素，加强名片打造多元投入。实施农业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扶持计

划，建立一支专业、复合型人才队伍。认真落实国家和省优先保障农业发展用地政策，全面推开“小田变大田”改革，有序探索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为农业名片打造释放持续的“土地红利”。健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逐年提高土地出让收

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学习借鉴攀枝花市康养领域的年均投资增速超 25%的做法。用好江苏黄海金控集团乡村振兴基金子基金，

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