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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现代农业“四梁八柱”擘画崇明美好蓝图 

黄晓霞 龚霞 

崇明是上海的农业大区，也是上海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近年来，崇明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贯彻落实中央提出

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工作要求，紧紧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机遇，围绕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总体目标，按照“高科

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发展理念，加快构建现代农业“四梁八柱”，努力打造全国都市现代绿色农业的重要展

示窗口。 

一、加强设施建设筑牢现代农业“主阵地”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高水平的设施项目，只有把设施建好，农业发展的基础才牢。崇明农业基础相对薄弱，农业现代化发展起

步难、挑战大，必须抓住设施项目这个着力点，加快补短板、强基础、促发展。 

一是做强基础，推动农业设施改造升级 

深入实施“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围绕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数量双提升目标，持续推动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通过对

“田、水、路、林、宅”整体网络进行优化，实现了“小田到大田、散乱到规范”的改变，提高了土地产出率。目前，累计建成

并上图 40.3 万亩高标准农田，2021 年全区粮食总产量 15.5 万吨。大力发展高标准设施菜田，“十四五”期间，计划推动建设

不少于 5000 亩的高标准设施菜田，建设不少于 10 个 300 亩以上规模的高标准设施菜田，提高蔬菜种植的规模化水平，促进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聚焦补齐农产品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设施短板，依托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第五轮三年行动

计划，推进数字化育供秧系统和烘干储备加工一体化项目建设，加快打造集标准化集采集配、定制化特色仓储、一体化加工车

间、专业化冷链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产品集采集配中心，在全区布局东、中、西 3个全年恒温粮食仓储点和蔬菜净菜加工仓储

点，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夯实种源农业基础，围绕特色种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加快崇明白山羊育繁中心、白山羊屠宰点和清

水蟹育繁基地项目建设，启动实施上海水牛保种场项目，促进种源农业“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推动种源农业提能升级。 

二是招大引强，引培重大农业项目 

近几年，崇明区以土地归并整合为基础，大力实施全球农业精准招商，对接正大集团、由由集团、盒马鲜生、兰桂骐等多个

国际知名企业，引进落地了正大崇明 300万羽蛋鸡场、由由中荷现代农业创新园、兰桂骐现代农业基地、盒马千吨南美白对虾基

地等 11个重大高科技农业项目，涉及高端设施种养、特色花卉生产、废弃物循环处置等领域，预计总投资超过 30亿元。其中，

正大崇明 300 万羽蛋鸡场、盒马千吨南美白对虾基地、崇明绿岛名优鱼类繁育养殖基地、上海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等 8 个项目

已经建成投产，华腾生态养殖场、上海崇明国际菊花产业园等 3个项目正在建设中。各重大农业项目全面建成后，全区设施大棚

面积将超过 67万平方米。当前，崇明重大高科技农业项目在农业增值提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崇明现代农业发展的新

支柱。以由由中荷现代农业创新园项目为例，项目引进荷兰半封闭温室技术，采用世界先进的育苗、移植自动化系统进行生产，

通过雨水收集和农业废弃物处理系统、水肥一体循环利用系统以及环境集中控制系统实现全程智能化控制，年产 13000 吨有机

蔬菜和年育苗 4600万株，年产值达 2亿元。接下来，崇明将继续坚持“招大引强选优”，不断深化农业精准招商，聚焦有情怀、

有实力、有技术的经营主体，着力引进落地更多高品质重大农业项目，进一步提升崇明农业集聚度、显示度，引领带动都市现代

绿色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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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转型引领，打造“大上海”“中央厨房” 

充分发挥崇明背靠“大上海”、面向“长三角”的地缘优势，依托崇明现代农业园区 1200亩核心区域，聚焦优质农产品生

产加工、智慧物流、交易服务、科普展示等特色功能，集中打造整合“长三角”地区优质农产品资源、主要服务供应上海市区的

“中央厨房”。建设运营高水平的“中央厨房”，必须抓好定位、支撑和配套三个关键点。定位方面，坚持差异化、高品质，突

出“崇明”品牌，立足中高端市场需求，实施差异化推广。与各大生鲜头部企业、餐饮、快消企业加强深度合作，通过定制、定

牌，联合开发差异化产品。积极打造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农产品，作为崇明优质初级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之外的有力

补充，进一步丰富崇明优品的产品系列，促进崇明农产品全产业链发展。支撑方面，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引进一批国内外先进的

智能加工仓储物流装备技术和一支理念先进、运营高效的市场化运营团队，形成中央厨房相关的产业工人培育体系，服务“中央

厨房”健康运营。配套方面，形成良性发展的产业配套。结合“中央厨房”建设，完善税收、企业孵化和产业扶持政策；优化园

区周边辅助加工、交通物流等配套建设，形成良性促进的区域性生态圈。 

二、推动合作抱团打造产业升级“主力军” 

坚持“抱团”的发展理念，充分整合各类资源，加强特色产业联合体、农业科创平台、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推动实现主体

集聚、科技集成、服务集中，持续提升崇明都市现代绿色农业核心竞争力。 

一是利益联结，打造农业产业联合体 

按照“扶龙头、带农民”的工作思路，先后通过重组、整合等方式建立河蟹、蔬菜、白山羊龙头企业，以协议合约等方式建

立更加稳定的生猪、稻米、鲜果等产业联盟，成立河蟹、白山羊、大米、蔬菜等行业协会，建立“龙头企业+产业联盟+行业协会”

的产业联合体发展模式，重塑行业格局。突出产业联合体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合作社和广大农户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生产上，

发挥龙头企业市场敏感度高的优势，按照市场需求，以“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基地+散户”的联农带农模式，探索实施农产品单品

种、规模化种植，有效解决农产品供需不匹配和产能相对过剩的问题；由行业协会牵头，结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实际，逐步

建立覆盖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标准体系，实现生产规范化、产品标准化。市场上，加强资源和渠道共享，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引

导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合力组建多行业合一的农产品销售平台；积极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形式多样的农产品展示展销

活动，努力打响崇明农产品公共品牌。保障上，聚焦专业人才引进培育、技术设施优化提升等方面，为产业联合体“量身定制”

扶持政策，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创新投融资机制，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农业产业建设。 

二是科创合作，推动农业科技创新 

科技赋能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近年来，崇明推动生态农业科创中心建设，夯实农业科创合作基础。以生态农业

科创中心为平台，成立由中国农科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 17家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组成的崇明农业科创中心理事会，推

动人才交流、技术合作、资源共享。在农业农村部的支持下，成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崇明试验站，引进落地院士工作站，

推动形成专家常驻指导、技术交流互进的农业科研模式。拓展农业科创国际合作，与以色列、荷兰等国科研机构合作，联合建立

中荷农业与食品研究院、中以现代农业研究院等机构，集聚国内外人才智力资源参与崇明农业发展。当前，崇明正以打造世界一

流“农业科创岛”为目标，促合作、做项目，进一步提升农业科创实效。聚焦特色农业种养技术研发创新、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

用等领域，大力实施农业科创项目“揭榜挂帅”机制，激发上海农科院、上海交通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创新主动性，

高质量推动 12个农业科创项目实施。充分用好市科技兴农项目政策资源，积极申报崇明河蟹、沙乌头猪、白山羊等 5个种质创

新项目。联合上海海洋大学，聚焦河蟹种源研发、特色水产养殖模式创新等方面，合作推进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建设。抓

住种源“芯片”，聚焦崇明清水蟹、白山羊、沙乌头猪、水仙花等特色种源，依托浙江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技术力量，

全力推动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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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服务联动，发展一站式农业社会化服务 

崇明小农户多，农业从业者老龄化趋势明显，农业生产水平良莠不齐，农业标准化程度亟待提升。近年来，崇明以农业生产

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为切入点，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升农业生产标准化水平。疫情期间，为有效应对疫情引发的农机跨区

域作业难、农机手紧缺等问题，崇明整合多家农机服务企业、合作社，牵头成立农机社会化服务龙头企业。依托龙头企业，建立

农机线上调度信息化系统，在全区范围内科学配置农机具资源，创新“订单式”服务形式，高效完成春耕备耕农机作业任务。在

此基础上，崇明正加快推进东、中、西三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和若干个服务点建设，加强农机设施设备和农机手专业化队伍建

设，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覆盖范围和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下阶段，崇明将以农机社会化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创新服

务模式，努力打造较为完善的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方面，逐步延长服务链条。在原有的水稻耕种收全程机械化服务的

基础上，延伸拓展数字化育苗、绿色植保、烘干加工仓储等业务，优先形成覆盖大米生产全程的“一条龙”社会化服务，并向蔬

菜、林果延伸。另一方面，创新服务模式。以精准化绿色管控为目标，大力探索区域性“统防统治”服务模式，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试点探索“托管式”代耕代种服务模式，解决过渡性流转和零星流转土地管理难、产出低的问题。 

三、促进绿色循环把握生态发展“主基调” 

坚持把“绿色”作为崇明农业的“底色”，结合崇明生态发展这一最大特色，持续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化、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农业管控数字化，努力构建覆盖崇明三岛的生态农业“大循环”，树立全球生态农业新标杆。 

一是提绿，抓好农业绿色管控 

作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崇明不断深化农业绿色管控，坚持“两减两增”发展思路，持续减施化学肥料和

化学农药，增施有机肥和生物农药，不断提升农业效益。一方面，增加“减”的深度。制定发布全国首份农业绿色发展负面行为

清单，全面推进农业落后产能和不规范农业生产经营行为清退。以非绿色农资不上岛为目标，持续加强源头管控，依托区供销社

农资门店网点多、农资供应能力强等优势，积极整合农资统供统销资源渠道，进一步完善“1+16”绿色农资封闭式管控网络体

系，实现门店网点和配送服务覆盖所有镇、村，有效提升了绿色农资“上岛”的把控度。健全优化农业绿色生产信息化管控机

制，全面推广应用“神农口袋”信息系统，大力落实农药实名制销售制度，努力实现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全程可追溯。另一方

面，拓宽“增”的维度，以绿色认证为切入点，努力打造全域绿色食品岛。优化提升全域农业绿色生产标准，整建制实施蔬菜绿

色产能提升，全覆盖实施养殖尾水治理，大力推广绿色种植养殖模式，扩大绿色饲料、有机肥料、生物农药使用，保持全区绿色

食品认证率达到 40%以上。以生态循环示范创建为契机，复制推广“基地+村”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模式，推动废弃物高水平全

量资源化利用；探索实施“种养结合”标准化技术模式，推动农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升。此外，继续加大“管”的力度。针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持续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队伍建设，优化定期检查和飞行检查相结合的监管机制，推广应用智慧速

测等设施技术，夯实优质农产品供应基础。高水平运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联合实验室，高质量开展农产品全覆盖检测和绿色（有

机）认证检测工作。 

二是赋能，大力发展数字农业 

得益于人工智能、5G、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用数

字技术赋能现代农业，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场景应用，利用“物理感知+智能监

测+数据分析”的模式，科学管理农业生产、储藏运输、流通交易等各个环节，为农业产业链提供一体化决策。聚焦农业“一网

统管”，打通农业 GIS、农业主体、农业生产经营、农业投入品及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等区级系统间数据壁垒，联通接入市级信息

化体系，促进农业发展各类数据资源融合共享。依托盒马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东禾九谷开心农场、叮咚蔬菜生产基地试点建设

数字农场项目，研究形成水产养殖、水稻育秧、蔬菜生产领域的数字管控模式。充分利用国家农业绿色发展观测试验站，布广布

密各类探测监测设备，延伸农业生态环境指标感知“触手”。立足“水土林气”等生态本地，用数据讲好崇明生态故事和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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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故事。未来，崇明将紧密结合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数字农业和数字治理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三是增值，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 

崇明始终把品牌建设作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积极整合全区优质农产品资源，聚焦大米、清水蟹、白山羊、翠冠

梨、金沙橘、蔬菜等崇明特色农产品，打造以“崇明”为标识的六大区域公共品牌。大力发展农业新业态，对接叮咚买菜、盒马

鲜生等新零售企业，建立拓展订单农业新型产销对接模式；探索实施“农业+新零售”、农产品直播带货等新模式，扩大崇明农

产品销售渠道。近年来，崇明优质农产品受到上海消费者青睐，在主流电商平台溢价率超过 20%。在此基础上，崇明将进一步加

强品牌建设管控，推动建立政府牵头、协会主管、主体参与的品牌发展协同机制，优化崇明农产品品牌体系，谋划整合企业商标、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不同层级品牌发展路径，全方位监管品牌授权使用主体在农产品种植、加工流通、品牌使用与维护等环节

行为。加强“崇明”标识管控，严厉查处侵犯商标注册专用权和制假售假行为，定期开展崇明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集中打假联合

整治行动和打击侵犯区域商标的行为。不断挖掘“崇明”标识品牌特色，依托行业协会，通过短视频、抖音、淘宝直播、微信视

频号等主流自媒体传播方式，讲好“崇明”品牌故事，注入品牌内涵，全面提升崇明农产品品牌整体影响力。 

廊柱既成，则楼阁可待。崇明农业将按照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市政府第五轮生态岛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在区委、区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凝聚力量，深耕细作，进一步夯实现代农业“四梁八柱”，推动农业产业能级不断攀升，努力在上海“米袋

子”“菜篮子”工作中展现崇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