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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优都市现代农业加快推进现代化 

张屹 

江苏省南京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做优都市现代农业，切实增强科技创新动能，加快打造全域美丽乡

村，不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东部地区特大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南京实践路径。 

聚焦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南京市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建设，努力把广大乡村建设成为现代化南京的亮点和底色。强化政策引领。市委、市政府出

台《南京市探索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方案（2020—2022年）》《南京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关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前列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为推动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强化组织推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对“三农”工作做出批示，部署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全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运

行机制不断健全，建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全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组织领导体系，完善

“市抓统筹、区负总责、镇街落实、村组联动”工作机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强化党的领导。全面贯彻

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制度保障。健全“村党委

（党总支）—网格（村民小组）党支部（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村党组织体系，圆满完成村（社区）“两委”集中换届，全

市村书记、主任“一肩挑”比例达 92.9%。村书记专职化管理全覆盖，“百名示范”“千名领先”村（社区）书记入选数量居全

省前列。 

聚焦都市农业提质增效，全力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立足南京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定位，围绕近千万人口特大城市需求，加快提升产业融合发展价值。重点打造农业全产业链。集

中开展农业主导产业延链、补链、锻链行动，优化提升“科金兴农服务日”平台作用，强化产学研、种养加、科金政、农文旅等

对接服务，加速推进农业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全市打造了“食礼秦淮”“茉莉六合”等一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培育南京盐水鸭、固城湖螃蟹、横溪西瓜等 11 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1 年，全市八个优势特色产业三产融合总产值

318.2亿元，同比增长 29.6%。加快建设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坚持“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夯实农业产业发展项目载体。

推动市级专项资金向重点项目集中，2021 年确定了 186 个有融合基础、有科技含量、有发展潜力、有创新驱动的项目。引导支

持各种社会资本、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农业，2021年落地建设 206 个农业重大项目，其中产业融合项目 53个，投资 55 亿元。积

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旅游新业态，“中国·南京农业嘉年华”品牌享誉全国，已连续举办十七届。探索创设

“都市农夫”“旅兔南京”等农业营销新模式，促进城乡要素充分对接、深度融合。全市打造创意休闲农业景点近 1800个，休

闲农业年接待游客超 3300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125.8 亿元，同比增长 10%以上。加快发展智慧农业。鼓励和支持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强化农业物联网应用，浦口区入选国家级数字乡村试点，江宁区连续三年获评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先进县，溧水

区入选省级数字乡村试点。 

聚焦科技赋能创新驱动，加速打造试验示范窗口 

充分利用丰富的科教资源，发挥国家农高区和农创中心引领作用，切实强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科技支撑，努力打造农业创新

“策源地”。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南京拥有 55所高校、600余家科研院所，其中涉农科研院所达 22家。不断发挥科教资源

富集优势，集中集聚集约创新资源，先后与南京农业大学、省农科院、金陵科技学院等单位签订“十四五”战略合作协议，为全

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围绕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系统开展共性关键技术协同攻关、集成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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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2021年推动实施 56个“四新”推广项目、14个技术攻关项目。努力打造农业创新高地。高标准建设国家农高区、农创中

心，推动“一区一中心”协同联动发展。南京国家农高区是全国首批、长三角地区唯一的国家农高区，累计签约引进亿元以上项

目 34个，未来食品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加速建设。南京国家农创中心是全国首家、长三角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

心，打造集聚近 10 个院士团队的农业集群式院士创新基地。成功举办全国生物种业创新发展论坛和首届长三角种业发展大会，

华东地区农业科创高地初具雏形。重点推动园区提档升级。对全市 41 个市级以上农业园区实施动态分级管理，完善政策引导、

项目支持和考核评价，提升建设成效。高淳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级）推进智慧水产数据中心、仓储冷链物流中心及螃蟹城建设，

形成覆盖“养殖—销售—加工”全环节的特色主导产业，年产值超 20亿元、跨度 10余行业、惠及 10多万农民，高淳区成功入

选首批“螃蟹全产业链典型县”。积极开展现代农业示范创建。组织各区申创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省级农业现代化先行区，

浦口区入选首批省级农业现代化先行区建设名单。支持指导浦口区立足智慧农业发展实际，在数字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都市农

业创新发展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努力争创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聚焦绿色生态宜居宜业，全域建设特色美丽乡村 

围绕“南北田园、中部都市、拥江发展、城乡融合”总体布局，坚持“点、线、面”结合，加快打造具有金陵特色村韵的都

市田园乡村。持续扮靓全域美丽乡村。统筹推进美丽乡村示范村、宜居村、特色田园乡村和民宿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成率全

省第一，累计建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51个，市级以上美丽乡村 1800余个、水美乡村 173个、美丽庭院示范户 5700余个。江宁

黄龙岘等 20个村获评中国最美乡村、中国最美田园等国家级荣誉。不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在实现垃圾分类自然村全覆盖、农村旱厕基本全部拆除、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全覆盖的基础上，围绕农村污水

处理、环境长效管护、公共空间治理、卫生习惯养成等重点，接续开展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全市自然村污水设

施覆盖率超过 90%。深入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持续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规模，全市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达 65%。着力打造沿

江 5公里化肥、化学农药“两减”示范带，推进绿色防控示范区和八卦洲“两无化”核心示范基地建设。全面落实长江“十年禁

渔”，成立市“长江禁渔”联动执法中心。巩固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全市实现“轨道交通达郊区、干线公路连镇街、区域供水全

覆盖、公共交通一体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统一上调至 500元/月，低保标准统一提高到 985元/月。义务

教育学校标准化达省标比例 100%，涉农板块三级医院全覆盖，有标准卫生室（站）和养老服务设施的行政村比例均达 100%。 

聚焦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加快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南京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86.9%，位居全省第一。充分利用背靠特大城市的优势，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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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加强财政金融支持。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持续深化“大专项+任务清单”改革，推动财政资金投入形成合力。健全完善

金融支持农业农村的产品体系和政策体系，先后推出“金陵惠农贷”“金陵惠农小额贷”、农担“惠农快贷”等三款政金合作

产品，综合实施风险代偿、增量补贴、贷款贴息等三项支持政策，共同搭建“科金兴农服务日”、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信息服务平

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系统等三个服务平台，助力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2021 年，市区两级乡村振兴投入合计安

排 285.3亿元，增长 8.4%；全市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超过 2600亿元。增强改革发展动能。全面落实国家、省农村改革试验任

务，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市推进“村社分账”管理改革，稳慎开展宅基地管理改革，激发乡村振兴活力。创新农

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用地支持政策，建立产业融合用地协作机制和三产融合发展用地项目库清单，入库项目 154个、面积约 1200

亩，有效缓解了经营主体用地难的问题。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促进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全市承包土地流转面积 183万亩，流

转率达 70%以上。吸引市民下乡消费。把发展乡村民宿作为吸引市民下乡、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点，创新将优质美丽乡村、创意

农园和乡村民宿纳入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单位，将优质乡村旅游资源纳入全市职工疗休养范围，重点扶持 12个民宿村发展农民自

办、自营、自管民宿，有效盘活农户闲置资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把握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契机，以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的 1 区 4 个村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机

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发挥江宁区县级试点先行探路作用，推广 10个全国示范村典型经验，加

快绘就全市乡村善治的现实模样。持续提升乡风文明水平，县级及以上文明村占比 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