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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大项目为抓手 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

刘明江 李伟海 郑林放

江苏省常州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常州市建立健全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整合要素资源，狠抓关键环节，扎扎实实开展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努力

发挥重大项目对稳投资、稳增长、稳预期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有效推动农业农村动能转换和产业升级。

基本概况

2020 年以来，常州市推进重大项目 341 个，总投资 650.6 亿元，其中报省重大项目 246 个，总投资 349 亿元，完成投资 274

亿元。2022 年，全市报省重大项目 79 个，总投资 140.7 亿元，完成投资 41.1 亿元，实施 8 个省级示范项目，均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金坛区智能化渔场项目，1100 亩的国家级河蟹良种繁育基地已建成，每年可提供“长荡湖 1号”优质蟹种 1000 万只；武进

区嬉乐湾智能化种植休闲旅游观光项目，种植 10 多种台湾特色水果，每年能吸引游客 2 万人次，增加营业收入 500 万元；新北

区投资建设的苏南首个楼房式养猪场项目，年出栏优质商品猪 5 万头；金坛一鸣乳业项目，形成奶业生产、乳品加工、物流配

送、连锁经营、客户从源头到终端的依托于物联网互动的产业链模式。

主要做法

常州市在抢抓推进落实、细抓服务保障、实抓机制完善上下功夫，全力以赴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多措并举，合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工作机制。建立重大项目领导挂帅、实施推进专班对接的工作机制，狠抓关键节

点，层层推进落实。市委市政府分管负责人挂钩 2个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市农业农村局领导班子成员挂钩不少于 2 个重大项目。

市农业农村局成立 7 个服务联络工作组，制定推进实施方案，开展日常督查工作。各辖市、区农业农村局落实项目推进的主体

责任，明确项目所在乡镇的推进任务，全方位开展政策扶持、跟踪服务、要素保障等工作。强化有序推进。所有项目细化年度

投资目标任务，掌握时间节点，把握关键环节，明确目标、压实责任，坚持月调度、季督查，加强业务指导，及时跟踪服务，

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建设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加强政策引导。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出

台《全市农业农村发展项目指南（2020-2022 年）》，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做到“年初立项、年内到账”，统筹省市资金，

对年度投资 500 万元以上或总投资 2000 万元以上的列入市级农业重大项目库的项目予以扶持，明确已下达资金近 8000 万元。

构建具有常州特色的财政、基金、银行、保险、担保“五位一体”的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机制和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市级设立农

业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乡村振兴发展基金，共发放投贷联动贷款金额 2.09 亿元。

强化服务，合力提升项目建设成效。主动对接，集聚项目资源。建立横向到部门、纵向到乡镇和园区的联动机制，大力挖

掘重大项目信息源，合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抢抓大项目、服务再提升的良好态势。加强招引，拓展项目来源。加强“补

链、扩链、强链”等产业链招引，多维度、多层次开展招引活动，成功引进一鸣乳业、阿惠食品、东方航空食品等一批重大项

目。整合资源，强化要素保障。整合各方资源，着力破解瓶颈制约、破除问题困难，协调落实农业用电、用水、用地等政策，

创造性地推动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重磅推出重大项目政策包，推动资源向项目集聚、资金向项目聚合，以务实过硬的政策举措

让投入主体深耕，让重大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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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举推进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民生，2023 年，常州市排定农业农村领域投资项目 67 个、总投资 9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2 亿元。

今后三年，全市将抓好四个方面工作，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目标责任、集聚政策资源，扎实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统筹力量抓推进。充分发挥市委农办和市美丽乡村建设指挥部牵头抓总作用，不断健全党管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进一

步推动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体系，把农业农村重大项目作为补短板、强弱项、争先手、开新局的重要举措，谋划

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出台《常州市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实施水平考核评分细则》，进一步压紧压实各地抓农业农村重大

项目责任，抓紧抓好项目工作推进、要素保障和跟踪服务，充分调动各部门力量，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切实凝聚推进乡村振

兴的强大合力。特别是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发展集体经济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密切与财政等部门沟通，包

装项目，争取能够发行专项债来破解资金短缺问题。

强化调度抓落实。建立“每月调度、双月督查、季度通报”重大项目推进工作机制，定期开展重大项目现场督导，交流推

进重大项目的典型经验，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对各地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通报。

突出重点抓储备。结合未来乡村建设，率先推进以规模化、连片化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关键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拟投建高

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促进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与土地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促使城郊腾挪土地价值最大化，

使高标准农田政府投入、土地价值、财政专项实现基本平衡，并在全市范围复制推广这一模式。继续用足用好市级先建后补、

以奖代补专项项目资金，围绕农业要害工程、稳产保供、产业融合、绿色发展、乡村建设等领域，瞄准重要农产品供给、农业

全产业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紧盯行业龙头，围绕省内外农业龙头企业、上市公司、

优质主体制定招商引资计划，聚力招大招强。加快建设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库，高质量招引一批、储备一批、建设一批打基础、

管长远的重大工程项目。

营造氛围抓典型。及时总结重大项目“招推服”过程中的先进做法和典型案例，宣传推广先进地区创新经验，不断提升农

业农村重大项目社会宣传的影响力。策划启动重大项目对外宣传，利用新媒体传播载体，从项目管理、问题攻坚、产业支撑、

示范带动等多个角度有序推进专题宣传，着力塑造有代表、有影响的“标杆”典型，进一步浓厚重大项目推进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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