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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要素赋能 竞相转型“加新高”

冯亚军 张华胤 任志强

江苏省南通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南通市以农业大数据、智慧农业、电商等新业态为引领，政策赋能，金融放量，活水浇灌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南通

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竞相向农产品精深加工、新形态乡村产业、高技术农业等“加、新、高”项目转型。近三年，南通农业农村

重大项目个数、投资规模均稳步上升，2022 年，在建项目 179 个（含续建），其中新建项目 165 个，完成年度投资 150.9 亿元。

注入发展活力推动项目转型

编制规划引领转型。南通市将“十四五”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投资规划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指南，围绕优质粮油、蔬菜园艺、

生态畜禽、现代渔业等超百亿重点产业链，强化“链主”企业培育和典型培育，重点扶持“7+2”产业联盟，明确政策措施、扶

持环节，引导联盟创新发展思路与运作模式，带动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带动农民增收。各地突出规划引领，引导项目迅

速转型。如皋市出台意见，突出发展“三黑三白”特色产业，即“黑塌菜、黑猪、黑鱼、白萝卜、大米、黄芽菜”，以及花卉

盆景传统产业共同发展的思路，加大政策扶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地方特色农产品区域连片标准化生产基地补贴；鼓励自主

研发或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合作研发，给予研发经费补助。海安市确立“一根丝、一条鱼、一只蛋、一粒米、一滴油”的五

大农业产业发展思路，重点围绕五大产业的发展，持续推进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2022 年，海安市在“一根丝”的打造上再

添新篇，先后开工建设了蚕种科研繁育中心、桑蚕茧丝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投资超亿元的重大项目。此外，海安还投资兴建了

中洋鱼类饲料加工、天成蛋业冷库、天晟牧园现代化规模养殖、桃园大米加工、聚仁大米加工等一批农业农村重大项目。

要素保障扶持转型。财政、金融加持，让“加新高”项目快落地、早见效。各部门从乡村产业融合、稳产保供、绿色发展

等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高度，强力推进“加新高”项目，强势促进乡村产业补链、延链、强链。财政金融扶持重点在产业项目，

“加新高”项目成为资金注入的“香饽饽”。近年来，全市支农专项资金支出预算逐年增长，2020 年，财政投入 61.7 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15%;2021 年财政投入 67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49%;2022 年达 72.11 亿元，增幅 11%，财政支

农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80%的资金用于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建设。健全完善涉农资金统筹融

合长效机制，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出台《关于充分发挥融资担保体系作用更大力度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

的通知》，明确融资性担保、财政贴息和保费补贴等政策，完善风险保障功能。依托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平台，创新担保业务，

推广“小微贷”“苏农贷”等新型政银担合作专项贷款产品。推广线上办理，满足多样化金融需求，撬动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

投入农业农村。成立“通农产业投资基金”，助力农业企业发展，解决实施主体融资难题。市农业农村局与 18 家金融、保险机

构签订金融支农战略协议，加大政银、政保合作力度，共同推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3年内，授信 3000 亿元。鼓励金融

机构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的投入。出台《南通市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开展六大行动，提出 25 项具体措施。2022

年，涉农贷款余额 6274.28 亿元，同比增长 15.9%。在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审批、签约、用地、投产等环节，开辟绿色通道，如皋

盛鑫肉制品、海门区泰森熟食智慧工厂等项目，基本未受新冠疫情影响，按序时进度推进工程实施。海安市推出投资建设“零

审批开工”新模式，将服务前置、监管前移、审批后置，实现“签约即开工”。启东市设立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先进单位年

度单项奖，考核前三名的区镇，分别奖励 8 万元、5万元、3 万元。南通市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环保等部门打出“组合拳”，

帮助通州区御农果蔬智能温室和冷库、海门区三厂农产品冷藏保鲜、海安市金旺食品冷库等项目快落地。

项目类型提质转型。“加新高”引领性项目，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赋能。南通市有 3 个项目入选 2022 年全省农业农村重

大项目“加新高”项目典型。近年来，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由种植业、养殖业向“加新高”项目转型。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KVE5YYR0_A3Kk1NO5uDBIg9jsizccW0dH6JYws8OApBi9eQeM4n7s9_X-9QupRg8VGDmbbhTkfcceGlmmCZx1bNcVyG79GXc0=&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KVE5YYR0_A3Kk1NO5uDBIgFT6Xdo3HpP2bT6pQtbiVJUSeqC45A6W-2p-uL2spLzkY8sjtOr6hD0Bu8ag7zC7tmbH9MdYVj3s=&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KVE5YYR0_A3Kk1NO5uDBIgIu4RQDbWBPpyFcLatHZqGpDQ1Pk7bszRXgU0olBUqmksH2MzpuKFn_NWaZgPuStUmASrtT3MM-I=&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fDc5t50kiLI1zBNg31fbgfsUpxqieuWNT4h02pzffvs7JGjVSR3Y9EY8qAikRMf_TfCccyRP1NEIgtJnRcX6zf2zC5_DAEfm8N47aoQExNVtvNk2YjH5zTCSaFa0_M8Q&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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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大米、禽蛋深加工等项目用上了机器人，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型转变，节约成本开支,实现企业升级改造。如皋黑塌菜、

黑鱼加工等项目，实现“产供销”一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2022 年，新开工项目中，“加新高”项目，占比达到 85%

以上，提升了项目质量和成色。南通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先建后补”省级试点，市、县两级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

加高标准农田地方财政支持力度，被确定为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化整体推进示范区，目前正在组织申报国家整区域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南通市推进的示范村先进村项目建设，奖补每个示范村 300 万元、先进村 100 万元，县级财政配套资金不

低于 1∶1，鼓励示范村先进村因地制宜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特色产业。2021 年培育的 50 个示范村先进村建设项目总投资 12.4

亿元，5村获评全国特色产业亿元村、4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2 年持续打造示范村先进村项目总投资 16.5 亿元。

项目招引形式转型。近年来，南通市招商频次、签约项目、意向投资额均逐年上升。项目招引储备是项目开工的基础，也

是落实投资的关键。全市统筹力量、借助外力，科学制定招商引资计划，认真抓好招商引资工作。各地提前谋划符合本地农业

农村发展方向的重大项目，聚力招大招强，紧盯行业龙头、农业龙头、上市公司、优质主体开展招商活动，建立储备项目库。

如皋市制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意见》《如皋市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服务暂行办法》，

以商引商、能人招商，成功引进总投资 3亿元的拓丰健康科技（南通）食品项目。注重培植本土企业做大做强，总投资 1.7 亿

元的盛鑫食品、总投资 10.1 亿元的溯源食品园区、总投资 1亿元的白蒲黄酒项目都是本地企业加大投入、转型升级的典范项目。

各地紧密结合本地特色，招引带动能力强的“加新高”项目，不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潜力和动能。坚守政策底线，杜绝“双高”

项目、违规举债平台项目，录入系统考核和管理。海门区专题召开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招商部署会，要求谋划、招引、储备带动

能力强的好项目、大项目。各地均建立了过硬的招引队伍，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充分利用鑫缘集团、中洋集团、天成集团、

京海集团等优质企业，以企招商，寻求合作。应对疫情影响，积极开展线上招商、媒体招商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招引活动。2022

年，全市开展招商活动 21 次、签约项目 62 个、意向投资 55 亿元。海安市充分利用 3个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3 家国家级农

业龙头企业和 20 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的资源，搭建招商平台，收集投资信息，招引投资主体，通过资本撬动、产业链延伸、总

部带动等方式，推进重点产业项目招引，促成一批农业农村重大项目落户。

加强引导扶持凝聚发展合力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支持。强化落实规划。强化“十四五”农业农村重大项目规划的落实，立足资源禀赋，围绕特色

产业链，优势延链、精准补链、创新强链，不断做大做强。全市每年新开工项目 150 个以上、年度计划投资不少于 150 亿元。

强化组织领导。继续落实领导挂钩联系重大项目建设制度、重大项目专班服务制度、月评季考、现场推进会、调度提醒函等行

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帮助建设主体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强化政策支持。强化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

设专门扶持政策的落地，围绕项目主体需求，不断创新政策支持，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

加强项目管理，突出示范引领。突出招商储备。全市组织招商活动不少于 30 场次，原则上，各县（市、区）每年招商项目

不低于 30 个，并抓好项目落地，确保重大项目建设可持续发展。新建项目个数、规模实现正增长。突出典型示范。突出示范项

目示范带动作用，切实抓好示范项目推进服务工作，积极打造体现本地特色和水平的样板项目。突出项目引领。紧密结合本地

实际，围绕“7+2”产业联盟链条，重点实施“加新高”引领项目，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农业农村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断

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潜力和动能。

加强要素供给，提升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创新要素保障，优化投资环境，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环境是金”的

理念，对标先进、瞄准一流，补短补缺、比学赶超，将“万事好通”营商服务品牌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金字招牌”，

从项目审批、签约、用地、建设、人才、投产等环节，不断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强化项目全过程管理服务。持续加大财政金融

支持。强化政策扶持，深化金融服务，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向农业农村倾斜，预算内资金稳步提升，全市每年支农专项资金 70

亿元以上。扩大政府专项债和乡村振兴基金投入规模，深入推进中央、省、市专项资金统筹整合，加大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奖补

力度。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重大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服务和差别化信贷支持。每年组织对接活动不少于 60场次，引导金

融机构创新政策性担保、基金等金融政策工具，有效解决农业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争取用地政策。统筹安排新增用地

计划和存量用地盘活指标，按照不少于 5%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保障乡村重点产业和项目用地。推动设立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用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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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加大和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力度，群策群力研究会商，着力解决设施农业多样化的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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