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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示范 两园互动 三村联建——连云港市积极探

索实践乡村振兴新路径

陈 凤 / 江苏省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江苏省连云港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压实

主体责任，统筹资源要素，创新工作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狠抓示范引导、园区互动、村级联建，积极探索

“一区示范、两园互动、三村联建”的乡村振兴实践路径。

精心培育打造各具产业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区，推动产业园融合发展，突出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发展、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示范创建、乡村振兴样板村培育，全市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

一区示范引领，乡村全面振兴迈出新步伐。利用中央彩票公益金、省重点片区帮促、革命老区薄弱乡镇扶持等政策，坚持

规划引领，统筹资源要素，“十四五”以来，以灌云西部岗岭地区、石梁河水库片区、赣榆黑林丘陵山区为核心区，培育打造

各具产业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区，累计投入资金 3.15亿元，培育龙头企业 32个、合作社 176个、家庭农场 128个、经营大户

718个，年产值 16.23亿元，带动就业 1.21万人，示范区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 57.68万元，人均年增收 6150元。灌云西部岗岭

地区发展芦蒿-番茄、芦蒿-芸豆等高效特色产业，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石梁河水库片区以“一湖好水、一尾

好鱼、一幅美景、一片祥和”的发展定位，构建“一环、两带、三区”的总体空间结构，积极打造体现港城特色风貌的乡村振

兴示范区、幸福河湖新标杆、践行“两山”理念样板区、共同富裕试验区。完成生态养殖基地、乡村振兴产业园、渔人码头、

鱼鲜一条街等重点项目建设，举办首届起鱼节和龙舟赛，片区农旅产业发展成效明显。赣榆区黑林丘陵山区乡村振兴示范区以

大树全国红色村为基础，统筹各类帮促资源，围绕服装纺织产业，打造集原材料生产、产品加工、跨境电商供应链贸易销售等

功能于一体的专业性、综合性智能科技纺织产业园；围绕蓝莓、猕猴桃等鲜果种植，完善丘陵山区基础设施，引进沃田蓝莓等

深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积极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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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园互动发展，乡村产业兴旺注入新动能。牢牢把握产业振兴这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将产业园区打造成集聚资

源要素、创新体制机制、推进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重在做大做优主导产业，引领推动农

业现代化。乡村振兴产业园侧重完善产业配套、提供上下游服务，着力带动村集体增收和村民就近就业。推动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乡村振兴产业园创建优势互补、融合发展，资源服务、信息技术等共建共享，镇域产业呈现集群发展态势。全市培育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1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4家、市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72家，实现涉农乡镇全覆盖；发展 1万

亩规模以上的园区 19个，覆盖优质稻米、特色林果等主导产业 91.2万亩，“三新”展示基地 5.71万亩，设施农业 45.3万亩，

适度规模经营 137.35万亩。打造乡村振兴产业园 29个，投入资金 2.85亿元，其中财政衔接资金 1.96亿元、省市后方单位帮促

资金 0.68亿元，实施帮促项目 138个，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1128个，年产值 24.06亿元，带动就业 1万余人，带动村集体年

增收 548.8万元。

三村联动创建，乡村宜居宜业展现新面貌。以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发展、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示范创建、乡村振兴样板

村培育为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集聚资源、联动创建，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十四五”

以来，累计投入各类帮促资金 4.41亿元，发展土地规模经营面积达 31.11万亩，培育合作社 410个、家庭农场 630个，形成到

村帮促资产 9.36亿元，年收益 0.82亿元。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1221”工程建设，改

造农村户厕 17.9万户，创建生态宜居美丽示范镇 6个、示范村 52个。出台《连云港市乡村振兴样板村建设实施意见》，全市

39个乡村振兴样板村全面完成“双四”工程：“四个一”即每个样板村编制一套发展规划，制定一份村情村史简介，留存一套

村庄影像，储备一批发展项目；开展“四个三”，即乡村庭院“三园”（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乡村农房“三建”（新

建、翻建、插建）、乡村环境“三清”（清草堆、清粪堆、清垃圾堆）、村容村貌“三拆”（拆违章搭建、拆零散畜禽圈舍、

拆农田无主看护房）专项行动。

聚焦乡村全面振兴，连云港将以“一区示范、两园互动、三村联建”为重点，实施巩固成果、产业就业、乡村建设、厕所

革命、示范创建、结对帮促“六大行动”

巩固脱贫成果行动。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一是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动态监测

和帮促。用好防返贫动态监测机制，适度优化监测对象识别方式，结合走访排查、农户申报等方式，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做到早

发现、早帮促，严格落实“四不摘”要求，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水平，全面落实就业、创业、金融等开发式帮促措施，

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二是加强对乡村振兴重点村的帮促。加强政策资源集聚，运用好财政衔接乡村振兴帮促资金，实施好到村

帮促项目，持续增强村集体发展动力。用好帮扶资产“1234”（一次拉网、“两证”确权、底数“三清”、常态监管）管理模

式，优化资产收益分配比例，规范资产收益分配程序，促进村集体稳定增收。完善帮促项目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巩固农村

公共空间治理成果，多渠道助力村集体增收。三是加强对重点片区的帮促。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的原则，将农业生产、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涉农项目向片区适当倾斜，补齐片区发展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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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就业富民行动。一是壮大产业规模。持续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园与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

共建共享、相互带动，全面助力镇域经济转型升级。二是狠抓就业帮促。大力培育乡村振兴就业创业基地，拓宽农村劳动力就

业渠道。推广以工代赈方式拓展就业，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有针对性地开展稳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人有一

技之长”占比。三是强化联农带动。坚持强化带动效益与提升带动能力相结合，落实扶持的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园区、村集体

经济组织、帮扶车间的联农带农责任，把价值链的收益留给农民。

乡村建设行动。一是实行清单化项目化管理。坚持村申报、乡审核、县审定原则，建立乡村建设项目库，优先纳入群众需

求强烈、兼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改善项目。二是组织引导群众参与。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积极推行村

民认领、定额包干、门前“三包”等方式，引导农民群众成为乡村建设行动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监督者。三是建立长效管护机

制。以清单式明确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主体、责任、方式和经费来源等，落实公示制度。探索建立农户合理付费、村级组织

统筹、政府适当补助的运行管护经费保障制度。

“厕所革命”行动。一是扎实推进户厕改造提升。加强全程质量管控，严把验收竣工关，实施自主改厕试点，完成 15.2万

户改厕任务。二是稳步提升改厕质量。深入开展农村“‘厕所革命’提质年”活动，组织开展新改户厕大比武活动，引导新改

户用厕所入院入室，新建农房应配套设计建设卫生厕所及粪污处理设施设备，严把改厕验收关，切实提升改厕质量。三是推广

乡镇户厕服务站建设。坚持农村厕所改造与使用管护一体谋划、一体设计、一体建设，加快推进农村户厕长效服务站建设，健

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在海头、杨集、石榴、新集等“四有”户厕服务站试点建设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全市户厕服务站全覆盖。

示范创建行动。一是持续推进灌云岗岭地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坚持以“环境美、产业强、农民富、文化优”为建设目

标，充分发挥农业科技智慧化管理中心、农产品交易中心、冷链仓储中心等作用，持续壮大芦蒿-番茄区域特色产业，加快建设

高效农业示范区、产业融合先行区、美丽乡村样板区。二是持续推进重点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按照《石梁河水库片区乡

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规划》要求，加快发展农旅休闲等新产业新业态，全面激发库区镇村群众内生动力，促进库区加快实现共同

富裕。三是持续推进赣榆黑林丘陵山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充分挖掘赣榆黑林的红色文化、果香黑林致富典型、丘陵山区生

态禀赋等资源，讲好老区红色故事，用好脱贫致富经验，走好生态发展之路，促进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生态资源互补发展，积

极打造乡村振兴新标杆。

结对帮促共富行动。一是扎实做好帮促服务工作。做好结对帮促服务工作，并协助做好文明单位支部与重点村支部共建工

作。二是继续做好“万企兴万村”工作。做好联建项目跟踪监测和服务，结合农业招商引资，畅通村企联结机制，推进股份分

红，创新组织方式，实现乡村发展、企业盈利和农民富裕“三方共赢”。三是大力支持返乡创业工作。建立以返乡大学生、退

伍军人、致富能手为主的乡土人才库，凝聚扶持政策合力，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最大限度激发返乡人才内在活力，将其

培养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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