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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先进 借鉴经验 争当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先行军

张军

江苏省南通市委农办 南通市农业农村局

8 月 1～2日，根据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乡村振兴“推磨式”互看互学实地观摩活动的统一安排，

组织南通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和部分街镇代表，围绕产业发展、人才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与苏州市委农办、

市农业农村局深入交流，并赴昆山市锦溪镇、张浦镇和吴江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同里片区）考察观摩，通过先进经验学习，

更好地推进农业强市建设。

学习启示

南通市明确将加快建设农业强市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迈上新台

阶。通过现场考察和学习，对比苏州市的经验做法，进一步找到了差距，明确目标、细化思路、找准路径、持续提升。

找准路径，靶向施策是前提。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工作，国内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参照系。找出短板弱

项，才能做到精准施策。苏州市探出了新路。2020 年 5 月，苏州市联合中国农科院在全国率先共同制定了评价考核指标体系，

对照指标体系对全市“三农”工作进行年度体检，找出问题，按照“指标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责任化”的实施路径，配

套出台任务清单，制定市、县、镇三级实施方案，确保各项指标分解到年度、落实到项目。这一指标体系分别于 2021 年、2022

年结合实践进行调整优化并修订发布。

立足实际，依律办事是关键。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重要的经济社会工作，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苏州市在这方面

是典范。在产业发展方面，立足生态文明建设，遵循就业需求变动规律，实行退草还田、退渔还耕，近 5年新增 10 万亩水稻田。

在乡村建设方面，按照特色精品、特色康居、特色宜居三级体系，分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优先在景区周边发展特色精品乡村，

让风景、村景相映生辉，让旅游景区消费延展进乡村。在富民强村方面，立足村集体增收和工业配套生产需求，遵循园区发展

规律，推动村内工厂向工业园区集中，村集体资产向工业厂房转化，组建强村公司，造福于村、致富于民。在人居环境整治方

面，率先在省内启动农村人居环境示范镇村建设，并成功创建省级生态宜居美丽示范县 2 个、示范镇 7个、示范村 75 个。在人

才培育方面，立足村情实际，遵循人才互吸规律，鼓励本乡本土大学生回村工作，实行村干定制政策，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一

线的干部队伍根基。

政府引导，市场主体是根本。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在苏州市观摩时，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比如，苏州昆山市锦溪镇计家墩村，邻近上海、高速出口和周庄古镇，村民房屋自住

率低，非常适合发展乡村旅游和体验项目。计家墩村在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引入市场主体建设经营，建筑物 20 年后产权归村

集体，村集体收取集体土地租金，解决当地老百姓就业，成为政府出资源得资金和资产、企业出资金得资源和利润的典型。比

如，吴江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家农产品物流企业，主要负责园区和吴江农产品加工、营销，成为教育部门集采中小学食堂

农产品供应商，是满足当地农产品需求、保障农产品安全、区域市场内循环的典型。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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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实地观摩，初步领略了苏州市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胆识和气魄，深刻感受到苏州市“三农”干部开

拓创新、敢为人先的思路和担当。今后将深入贯彻南通市委关于深化跨江融合的重大决策部署，认真学习借鉴苏州经验，充分

发挥滨江临海连上海优势，深入挖掘本地特色资源，重点培育放大优质粮油、生态畜禽、蔬菜园艺、现代渔业 4 个百亿元级优

势产业，全力打造优质稻米、四青作物、花卉盆景、南美白对虾等县域特色产业；组织实施好“百千工程”，积极打造具有江

海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走在前。

编好农业强市规划，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抓住编制农业强市规划契机，深入分析南通农业农村现代的优势、短板，探索构

建适合南通的农业农村现代评价指标体系，明确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三农”发展目标和具体任务，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

重大行动，健全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定期开展评估，强化督查考核，坚持久久为功，不断放大优势、补齐短板。

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全面升级农业产业链。以“吨粮田”为核心建设目标，坚决扛起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不断放大“先

流转后建设、先平整后配套”的“南通模式”，高质量整体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化。围绕优质粮油、生态畜禽、蔬菜园艺、

现代渔业等特色主导产业，推动“7+2”农业主导产业联盟转型升级，引领延链、补链、强链、优链。加快 10 个市级现代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建设，推动稻米、果蔬、水产、畜禽等产业集聚发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海安市、通州

区等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为全省提供更多“南通经验”。发展智慧农业，建设数字乡村，推进高标准农田信

息化管理系统，扩大农田灌溉的智能化、自动化管理应用范围。以龙头企业为核心，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建设。推进智慧

乡村管理平台建设，进一步推动农民生产、生活的智慧化管理。

实施“百千工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充分借鉴浙江省、苏州市等先进地区的经验，围绕“产业美、生态美、

环境美、人文美、常效美”的目标，组织实施好南通市“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根据“百千工程”三年行动方案，市级

财政未来 3 年投入 4.5 亿元，支持 100 个左右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对全市 1500 多个村（涉农社区）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奋力建设富有江海平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研究南通乡村人口聚集情况，分流、引流并举，在南通主城区、县城区、旅

游景点周边发展乡村特色旅游。比如，充分利用南通野生动物园的客流优势，在周边地区探索发展乡村民宿、农耕休闲等农业

新产业新业态。

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夯实农业强市基础。持续优化区域农技服务中心建设，加强农村委托会计服务中心建设，不断健全基

层农技农经服务体系。借鉴乡村教师培育模式，探索开展“定制村干”培养，建强村干部后备队伍，持续选优配强第一书记，

择优选聘村书记进入事业编制，打开上升通道，让他们在一线有干头、更有盼头。围绕南通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探索实施“南

通新农人”见习计划，提供见习补助，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到基层就业创业，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探索建立“南通新

农人”培养计划，纳入“江海英才”体系一体推动，给予创业、社保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