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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探索与实践 

孔春林 张榕 

一、基本情况 

金山发展“第六产业”起步较早，2010年,金山区在确定“十二五”规划时，就提出农业要“接二连三”的发展战略，出台

了《关于做亮精致农业，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的实施意见》。自 2015年以来，金山区主动跨前一步，以中央一号文件为引领，

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形成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金山模式”，即“三型三化”（政策聚焦

型、产业集聚化，业态丰富型、模式多样化，利益紧密型、主体多元化）。金山区先后被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纳入首批全国 137

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区（县），被农业农村部纳入首批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廊下镇被纳入国

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 

二、主要做法和初步成效 

（一）强化整体统筹，做好产业融合发展顶层设计 

加强规划引领。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全方位写入《金山区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金山区“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重点项目、用地类别等，在全区总体规划中谋划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区

农业农村委、区文旅局等部门牵头编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明确休闲农业建设用地指标，为休闲农业凸显农

村产业融合最大综合体优势提供支持。各镇（高新区）全部完成镇级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加大资源和资金整合力度，为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提供保障。加强政策支撑。在全市率先开展相关政策研究，形成较为系统的政策框架。比如，区级层面出台

《关于转方式调结构大力推动“第六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中部生态圈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亭枫城镇发展带建

设的意见》《关于转发区农业农村委制订的<金山区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关于加快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若干政策意见》等文件，提出我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总体目标、要求以及重点区域的建设要点；比

如，部门层面出台《关于推进金山区农产品营销服务工作的实施办法》《金山区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学费补贴实施细则》等文

件，切实发挥宏观指导，规范操作程序；比如，镇级层面，各镇（高新区）制定“第六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制定目标清晰、节点明确的行动计划表。 

（二）做精做细一产，大力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 

坚持品牌化发展，做亮品牌农业。制定实施品牌农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建立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母子品

牌”管理营销体系，打响“金山味道”农产品公用品牌，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主动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着力发展“优质稻

米、绿色蔬菜、名优瓜果、特种养殖”四大优势主导产业。比如优质稻米，全区成功创建 10.5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拥有“金山岛”“稻花湾”等大米品牌；又如绿色蔬菜，共有 52家绿色、有机认证蔬菜基地，金山番茄连续两年

获得市级评比金奖；又如名优瓜果，打造了“一葡二桃三莓四瓜”等特色品牌，其中金山蟠桃、亭林雪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亭林雪瓜获发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了金山区该领域零的突破，金山小皇冠西瓜连续两年包揽市级中小型西瓜评

比金银铜奖；再如特种养殖，开展有机黄鳝、绿色鲫鱼、长江刀鱼、金钱鱼养殖，形成以“开太鱼”品牌为代表的小龙虾、河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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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机网红产品，备受市场青睐。坚持绿色化发展，发力生态农业。调整优化农业布局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市生态循环农业示范

区、吕巷示范镇、12个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全区水稻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9%、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98%。推进有机

肥替代化肥，2021年全区推广商品有机肥 5.1万吨；施用配方肥 26.4万亩次、缓释肥 4.6万亩。建立轮作休耕制度，2021年全

区绿肥种植还田 12.7万亩，深耕晒垡 4.2万亩，实现用地养地双赢。全区累计培育绿色农产品企业 83家，产品 181个，地产绿

色农产品认证率超过 22%，有机种植面积近 7000亩。 

（三）做大做强二产，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大力推进“生产+科技+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业附加值。聚焦农产品加工

集聚区建设，重点引进净菜配送、中央厨房、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项目，扶持发展一批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高

的“三高”农业龙头企业。2021年已申报总投资 1228万元的年产 8500吨农产品加工扩建项目，支持鑫博海“中央厨房”建设。

同时，推动与锦江集团合作，其下属的上海高校后勤公司与鑫博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首批 10余吨的金山农副产品通过冷链运

输专车发往上海交大、复旦、华东理工等 9所高校，预计可年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 800吨。聚焦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在金

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农业农村部验收的基础上，继续支持廊下、吕巷等核心区优化提升能级，加快建设上海廊下健康食品

科技产业园项目、水果公园农旅结合提升等项目，探索推进产销一体、农文旅融合领域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全面提升吕巷、廊下

整体农业现代化水平。聚焦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建设，朱泾镇重点打造朱平公路优势农产品产业带，采用“种植、加工、销售”三

位一体联动发展模式，加快产销一体化进程，发展珠丰系列优势农产品生产，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廊下镇围绕建设食用菌产业强镇，以统筹构建“一核两叶三蔓四片”镇域空间结构为发展蓝图，集中力量

做大、做强、做精食用菌全产业链各环节，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四）做活做优三产，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加快农文、农旅、农体结合，做好“农业+”文章，发挥农业多种功能。打造有集聚度的品牌区域。以现有农业产业资源为

依托，初步形成金山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一带一园五区”。全区现已培育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 20家，其中

五星级 6家，四星级 3家，三星级 11家。已形成 4个年接待能力 100万人次的农业旅游集聚区。比如廊下郊野公园囊括了廊下

生态园、天母果园等 20多个农业景点；吕巷水果公园周边聚集了施泉葡萄、平漾樱桃、敏蓝蓝莓等若干农业采摘基地，以及金

石蟠桃园、观花长廊等农业观光园；枫泾古镇周边建设有新义农庄、舒颐农庄、枫锦果蔬、灿辉果蔬、猕猴桃、石榴基地等多家

农业休闲景点；山阳镇已形成北田园（山阳田园）、南渔村（金山嘴渔村）农业休闲格局。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节庆。整合之前

草莓节、葡萄节、蟠桃节等单品类农业节庆活动，统筹整合打造“田野百花节、缤纷百果节、绿色百菜节、农民丰收节”四大主

题农业节庆，加大农业休闲景点推介，吸引区外游客来金山采摘、观光、休闲。此外，金山区级的品牌节庆活动还有金山城市沙

滩音乐啤酒嘉年华、购物节、海鲜文化节等。借助节庆平台作用，金山在线经济和体验消费全面开花。打造有引领性的品牌乡村。

积极开展编制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谋划产业发展路径，编制《上海市金山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8-2035年）》，明确我区发展

全域旅游的目标、路径和行动方案，为我区发展全域旅游提供规划指导。同时，结合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全

域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推动片区化发展，着力建设具有金山特色、上海特点、全国影响的“金山如画”全域旅游品牌。 

（五）探索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共享产业融合发展成果 

政府与市场双重发力，积极探索形成六种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一是订单协作型。龙头企

业向农户发起订单，统一收购后进行初、深加工，如鑫博海、亚太、银龙等。二是产销联动型。企业、合作社提供种苗、技术服

务并负责销售，雇用农户劳作，如联中蘑菇、强丰实业等。三是链式利益联结型。成立合作联社，主打统一品牌，统一供种、物

资采购及销售等，以降低成本、增强定价权，如施泉葡萄、金山区农联会等。四是股份合作型。农民以土地入股（或者集体经济

组织以集体建设用地入股），与企业成立合作社，共同开发建设项目，农民获得股份并持续获得分红，如花开海上生态园。五是

租赁休闲带动型。企业租赁农户空置房屋，改建成民宿，农民持续获得租金，农民依托空置房屋开办农家乐、渔家乐，持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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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收益，如锦江中华村农家乐、金山嘴渔村老街等。六是土地经营权抵押型。《上海市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实施办法》

实施后，金山区六家单位成功申请到首批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抵押贷款，进一步保障产业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