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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要素 打造富美栖霞

陈砚墨 陈琳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立足大城市近郊乡村特点，找对涉农街道发展路子，全面整合乡村资源，谋划布局主导产业、精品民

宿、特色餐饮、农事体验、科普教育等差异化发展，推动花蔬果主导产业与乡村旅游齐头并进、一三产业联动发展，构建现代

乡村产业体系，描绘“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乡村宜居宜业”的富美乡村新蓝图。

产业聚集，生机勃发

在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农业园和合作社培育种植的“阳光玫瑰”葡萄，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品种”。派缘蔬菜农业科

技生态园相关负责人介绍，派缘通过开展“一棵葡萄、一个梦想”精准帮扶项目，帮助中桥村、上坝村参与计划的农户，每年

增收 3000～10000 元。

打造精品蔬菜、特色花卉、优质稻米等区域主导产业。近年来，栖霞区依托都市现代农业特色和优势，在八卦洲省级和龙

潭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基本建成 3.3 万亩农业高效设施，丰富“米袋子”“菜篮子”。引进芳草渡、牧原、陌上花渡等规

模化种养和乡村旅游开发项目，组建红杜鹃、派缘、东三乡等农业企业和合作社，实现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兼具观赏和食用

价值的百合在八卦洲南京农业大学百合基地盛放；芦蒿科创基地为种植户提供高品质芦蒿种苗；运用智能化、信息化管理方式，

种植 5.5 万株绿化新树种等等，栖霞区借助高校院所科技优势，攻克“种源”技术难关，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乡村产业升级，提

升农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如今，7 个蔬菜花卉产业科创团队齐聚八卦洲现代农业产业园，13 个科技创新研究和产业化示范

推广项目落地生根。全区形成多肉、百合、“绿色银行”等 2万余亩花卉苗木产业基地，在全市率先打造 2021 亩“两无化”农

产品示范基地，在国内率先育种组培芦蒿脱毒苗，拥有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百合、椴树等种质资源繁育基地。

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推动农旅联动发展。围绕八卦洲陌上花渡、龙潭“水一方”、桦墅美丽乡村等核心板块，打造八卦洲

“生态绿洲”、桦墅“都市桃源”、龙潭“梦里水乡”等特色旅游品牌，发展桦墅村、外沙村等 9家“疗休养+乡村精品民宿”，

策划八卦洲百合科技文化旅游节、龙潭荷花节、农民稻香美食节等系列特色节庆赛事活动，丰富夜游、垂钓等特色业态，乡村

旅游内涵不断提升。

生态振兴，共融共美

通过涂满油画的柏油路，来到碧波荡漾的千亩荷塘，龙潭街道陈店村水一方景区，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赏莲、采菱、嬉

水。村庄经过人居环境整治，如今公路笔直宽敞、房屋错落有致、家家垃圾分类、河塘水清岸绿，一派闲静舒适的江南水乡风

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生态振兴是支撑。栖霞区瞄准“乡村生态宜居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持续推动城市资源要素下

乡，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攻坚行动。自 2018 年以来，全区累计整合涉农资金 8.7 亿余元，用于四好公路、污水治理、

旱厕改造、危房整治、环境改善等项目，农业农村整体环境明显改善。栖霞在开展 252 个自然村“四清一治一改”行动，常态

化清洁村庄的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展自主管护改革试点工作，组建“村党支部+党员志愿者+长效管护队+村民”共建联

盟，形成“管自家事、门前事”的良好氛围。提升一个个村庄“颜值”的，还有一条条“丹枫农路”。栖霞融合“农村公路+”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LNoiWKWw4GGxSFwvjRsMpYLFBA607IYxOYIEtjCiP86h8mEK8qOZZEfTZ2R91J5C4B5zklit2nycUptFIGRnEEINwkmJniWtk=&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LNoiWKWw4GGxSFwvjRsMpYLFBA607IYxNOS2bf4woWJbLtCAoETWOPKWoG2yA3sxLcdqNIRDMo0EfMToL8HYyyl8QTbssQA_Y=&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fDc5t50kiLIweZC0JsGgPGbLUdc09dXpIXJIKsZ1yfFmwPjFa6Ibs9rp3lOQLeGl6Iy2gCQvbmW09XltBE4JbvCJF21yS0XtFvWa1gEOmI5OfTg1JfW-muCgJut-fJbRXis7rOJrxWSN4Wmc5gINlw==&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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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模式，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建成 66 公里“丹枫农路”，推动“交通线”向“风景

线”和“致富线”转变，被授予“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区”称号。全区已建成 69 个特色各异的美丽乡村。

把生态文章做得更足，让百姓尽享“生态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拥江发展的栖霞，整治 91.7 公里长江岸线，恢复

长江岸线 8.8 公里，长江沿岸形成连贯绿色界面，区内森林、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日益丰富，林木覆盖率和自然湿地保护率

位居全市前列。2023 年，八卦洲环洲长江禁渔智慧岸线一期项目投入使用，新建的 34 个智能化视频监控点位可实现全天巡查、

自动报警，实现栖霞区禁渔监管数字化、网格化、可视化。栖霞持续开展土地安全利用、轮作休耕、秸秆综合利用、沿江 5 公

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等绿色生态措施，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

党建引领，全面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组织振兴是保障。栖霞把组织活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推动党建资源向乡村聚集。栖霞综合实施

过硬党支部建设工程、组织体系规范工程、村（社区）干部“头雁强翼”等系列工程；选派 27 名干部挂职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设立“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生猪生产、禁捕退捕等专项工作组，区、街、村三级书记共抓乡村振兴，形成良性循环的

考评机制；推行街道工委委员联村、村党委委员联组、党员骨干联格、党员人人联户“四联”工作法，推动党建统领农村各项

工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栖霞统筹推进“新农人”青年队伍建设，将群众公认的养殖能手、农民专业技术骨

干、能工巧匠、回乡创业大学生等“土专家”“田秀才”都纳入“乡土人才信息库”，先后培养周福安、赵必奎、徐磊等 29 位

省乡土“三带”人才，为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智力支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灵魂”。栖霞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抓手，盘活整合全区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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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创新实施文化惠民“百千万工程”，全年开展各类主题宣讲、志

愿服务以及送戏下乡、艺术普及进乡村等群众文化活动上千场。村（社区）省级标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新闸村、

马渡村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

乡村振兴大潮起，扬帆起航正当时。如今，在栖霞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乡村树新风、换新颜、展新貌，五大振兴全面推进

的格局已经拉开，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人文美、服务美渐行渐近，城乡共融共美的大美栖霞画卷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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