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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项目提质增效 增强核心驱动力

李博

江苏省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连云港市坚持把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农村产业融合和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以“扩

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年”“提质增效年”等活动为载体，聚力聚焦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狠抓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统筹管理和创

新服务，取得了良好成效。2020 年以来，全市共有 350 个项目进入全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库，累计完成投资 326.7 亿元。2022

年，全市 132 个在库项目中包括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 23个、高技术农业项目 14个、新形态乡村产业 41 个，涌现了紫川预制菜、

莱卡尔海洋食品等一批投资过亿元、过 10 亿元的领军型产业项目，重大项目示范引领作用凸显。

求新务实促进项目质效双优

在谋划布局上求“实”。一是突出产业集群抓项目。作为鲜切花产业强县，东海县为进一步丰富自身花卉产业布局，引入

多肉植物产业园项目，完全建成后将成为区域内特色品种最全、培育技术最强的多肉植物生产繁育基地。二是突出融合发展抓

项目。赣榆区上马紫菜产业园、冠力鱿鱼加工、宝鲜乐水产品供应链、海后海产品电商服务中心等项目，投资 3.5 亿元，建设

海洋产品深加工生产线、仓储冷链物流系统和年销售各类海产品 30 万吨的区域性电商产业集聚区。三是突出市场导向抓项目。

灌云县紧抓当前预制菜行业发展窗口，引入总投资 1.2 亿元的紫川预制菜项目，项目主体已基本完工，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7000

吨黑椒牛排、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等预调理肉制品和速冻调制食品的生产能力。四是突出基础配套抓项目。灌南县将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作为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骨干工程，以县级电商物流配送中心为主轴，建设覆盖 11 个镇、119 个村

的农产品上行和农村物流配送体系。灌云县上马国内规模领先的畜禽粪污处理中心项目，通过厌氧处理、沼气净化等工艺，利

用畜禽粪污生产可以直接接入居民燃气管道的天然气，年产能达 720 万立方米，将影响环境的废弃物变成造福民生的新能源。

在项目服务上求“优”。制定《连云港市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提质增效年活动方案》，各县区出台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支持推

进政策 12 项。各县区加强难题会办，精准对接、优先保障项目审批、用地等需求。灌南县帮助裕灌、丰收云农两家企业协调建

设用地 410 亩；海州区帮助南部拓展区蔬菜产业化种植基地和粮食仓储基地两个项目协调用地手续办理，大大缩短了办理周期。

连云港市坚持把金融支持作为服务项目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2022 年，市农业农村局紧抓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扶持窗口，推荐东

海县水稻工厂化育秧工程等 5 个项目进入农业农村部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储备项目库；市农业农村局与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等金融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业农村重大项目融资需求对接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农业农村重大项目银企对接

工作的通知》，共同举办现场融资洽谈活动，帮助农业农村重大项目获得授信 1.25 亿元，成功提款 1.24 亿元，有效破解了项

目融资难的问题，为项目建设和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在项目推进上求“严”。将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的一项核心指标，对年度未实施重大项目的乡镇、

涉农街道直接取消乡村振兴考核第一等次评选资格，对工作推进不利、项目实施迟缓的乡镇、涉农街道在年度考核时予以分值

量化，以考核评比的严，保障项目建设得稳。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多次牵头召开现场观摩会和现场督办会，为柘汪紫菜产业园、

莱卡尔海洋食品产学园、紫川预制菜等重点项目建设进行现场把脉、现场打分、现场帮办，引导全市以“钉钉子”精神加快项

目建设，着力在开工、建设、投产等关键环节上花大气力、下狠功夫。市农业农村局结合上级“双随机”抽查和农业农村重大

项目管理系统调度工作，严格落实定期通报、定期巡检、定期过堂的常态化督促推进工作机制，全力保障全市农业农村重大项

目的建设进度和建设质量。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IxTzGYAGXY5t0NkdpZrrCYrwpvhyT08dPauRRgL3vp6M-hcUfTtQFb-YaWW3K1MO_qBo6mMITIybb8ycQOl5k4jNLfU9Q9gzo=&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fDc5t50kiLImDCopIbPNhn2S1r473lrVJuV3peCH_TieZULN-UNThLsWo4G7VF7w9oTuG0PtEoV-kQ9WjMeohloWzH1zcRzRYYHjHy71Qzf-uGIx6heb9_wUJR8SWEnkOeVALwBHdyM=&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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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模式上求“新”。连云港市特别重视地方国资平台对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各县区

普遍成立国资属性的农业发展集团，瞄准基础配套、稳产保供、创新引领等社会资本无意或无力投入的关键领域，发挥国资作

用，展现国企担当。东海县农发集团在平明现代农业（稻麦）科技示范园兴建的“智能育秧中心”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工厂化、

智能化育秧中心，该育秧中心的建设，解决了水稻机械化插秧秧苗培育复杂、不规范、质量难保障的问题，被央视《朝闻天下》

予以报道。海州区农发集团建设的蔬菜产业化种植基地，是新冠疫情背景下市区蔬菜稳产保供的核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有效

缓解城市紧急状态下蔬菜供应不足、调度困难的问题。赣榆区农发集团承建的现代设施渔业集中区项目，是赣榆“蓝色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建设计划投资 15.02 亿元，打造循环水工厂化养殖和水产养殖尾水生

态处理样板。灌南县农发集团推动上马食用菌装备产业园项目，进一步放大灌南“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示范县”的示范效应，

巩固灌南食用菌产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三实三提升”发挥核心带动作用

着眼未来三年，连云港市将以“三实三提升”为主抓手，突出项目建设库和政策资源库的联动，扶持培育一批规模大、效

益好、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切实发挥出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在提升农业发展质态、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方

面的核心作用。

突出项目实，着力抓好质量提升。一是下好项目招引棋。推动县区将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纳入招商引资总盘子一体谋划、同

步推进。坚持围绕产业集群招项目、围绕融合发展招项目、围绕短板弱项招项目。利用江苏省农业国际合作洽谈会等平台载体，

开展投资推介和项目招引活动，不断加大“加新高”项目占比。二是把好项目入库关。把项目入库作为关系农业农村重大项目

管理成效的第一道关口，既要无死角零遗漏征集好备选项目，又要细调查严把关挑选好入库项目，同时保证入库项目的数量和

质量。充分利用好全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管理系统的招商、储备、在建三个子库，实行项目分级分类管理。做到没有手续不进

“储备”，没有开工不进“在建”，切实减少入库项目投资建设不确定性对项目管理带来的不利影响，有效增强对在库项目管

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树好典型导向标。以省级示范项目和“加新高”典型项目为重点，围绕补强产业链条的紧缺型项目、

引领产业发展的领军型项目、推动富民增收的纽带型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培育打造一批标杆示范。进一步落实挂钩帮联制度，

集智聚力抓好项目建设和项目保障，确保如期开工，按期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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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管理实，着力抓好效能提升。一是勤调度、常督促、念好“紧箍咒”。线上，在把好入库关的基础上，结合省厅每月

一次的项目调度工作，利用项目管理系统提前开展自查自检，提早发现项目信息更新填报中的问题和项目建设中出现的困难。

对工作推进不利、项目建设进度迟缓的县区，及时向其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送提醒函。线下，定期召开工作调度会，定期组织

项目巡察，确保建设进度月月过，建设现场家家到。同时，提请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继续牵头召开现场观摩会和现场督办会，

为重大项目建设进行现场把脉、现场打分、现场帮办，进一步提高县区、乡镇对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的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二

是定指标、下任务，用好指挥棒。继续把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实绩考核中的核心指标抓紧抓实，在严格保障项

目建设数量和投资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项目质量和项目服务的考察。根据监测调度情况，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逐月通报；

根据检查考核结果，对项目管理工作进行分值量化。做到检查不留水分、排名不打和牌，切实通过考核评比推动工作提级、建

设提效。三是推先进、鼓干劲，擦亮“军功章”。组织县区、乡镇农业农村重大项目负责同志到省内先进地区调研考察，学习

先进地区的先进经验，不断拓宽抓工作的思路，提高干工作的能力。年底根据各县区、乡镇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情况、工作

开展情况，推荐表彰一批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有功单位和先进个人。

突出服务实，着力抓好品牌提升。一是优先扶持入库项目发展，扩大工作影响。在组织农业项目申报时，将农业农村重大

项目库入库项目作为优先选择和优先扶持对象。形成以重大项目为纽带，聚合政策资源，聚力产业发展的工作格局，切实提高

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工作的影响力。二是主动对接项目融资需求，塑造服务品牌。把满足项目投资主体的融资需求作为开展项目

服务的主要发力点。继续深化农业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协作联动，在谋划入库的同时摸清项目融资需求，利用好政策性金融

和商业性金融两个渠道，连接好项目资源和信贷资源两个端口，实现项目主体融资需求和金融部门信贷工作的精准对接，切实

帮助项目主体解决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困难。三是积极解决项目建设困难，打造营商样板。全面落实项目挂钩联系

制度，建立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发展改革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项目建设服务体系，对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质态实行动态监测、

跟进服务，对部门难以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报请党委政府调度推进。特别是对于项目用地问题，充分推广灌南县、海州区工

作经验，用足用好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用地政策，帮助项目更好更快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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