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

能国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农业强国既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支撑，

也是关键环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

说，只有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璜泾镇作为太仓的重要涉农板块，全镇耕地

面积60938亩，农业人口4.5万人。主要农产品以

稻麦为主，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2.95万亩、小麦种

植面积约2.87万亩，设施农业4320亩，还有特色

林果、蔬菜、鱼池等。近年来，璜泾镇坚持新发展

理念，以绿色农业、品牌农业、生态农业为目标，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

尝试，先后被授予“全国整乡整县整建制推进粮

食高产创建试点乡镇”“江苏省农业现代化示范

镇”称号，成功获评“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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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仓市探索率先实现关于太仓市探索率先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考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考

□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

——以太仓市璜泾镇为例

一、璜泾镇现代农业发展情况

璜泾镇坚持“四强一高”发展目标（即农
业供给保障能力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
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农业竞争力强和农
业发展水平高），推动璜泾镇现代农业“五化
融合”（规模化、智慧化、循环化、品牌化、特
色化），促进农业产业全面升级。

一是农业产业规模化。坚持将保障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作为“头等大
事”，依托璜泾现代农业园，杨漕、孙桥、孟河3
个“菜篮子”基地，以及全镇5万多亩高标准
农田，持续完善“引进、试点、推广”农业产业
链条，构建“1+3+5”规模化现代农业格局。
投资1.3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5.6万亩，设有
10亩以上工厂化育秧基地7个、育秧基地面
积142.3亩，实现粮食年产量超5000万斤。
全镇蔬菜年播种面积3.6万亩，年产绿叶菜
5.7万吨，蔬菜产值3.25亿元，设施蔬菜面积
3150亩，日均供应蔬菜200吨。

二是农业生产智慧化。深入推进农业
机械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机械化
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全镇拥有播种
机、植保机、收割机等各类农机300余台，持
证操作人员超200人。粮食生产实现全面
全程机械化，叶菜类机械化率60%。同时，
依托乡村振兴大数据中心，将农业物联网、
农业大数据及区块链技术深度融合，推动现
代农业从机械化向智能化转变，成功打造雅
鹿村500亩“无人农场”。通过智能化、少人
化、无人化作业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
时，实现绿色、高效、集约的农业生产模式，
减少水稻种植田间用工70％以上，提高工作
效率30％以上。

三是农业生态循环化。以“一粒米”“一
头猪”为循环核心，构建“水稻生产、稻米加
工、砻糠饲猪、猪粪制肥、有机肥还田”的物
质循环闭链，系统提升农业产业的生产力水
平。“一粒米”的环节。投入250万元引进日
本全进口佐竹碾米设备，实现从一粒稻谷
到一粒大米全程32环节不落地，只需要10
分钟。与广西企业对接，成立鹿路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将大米深加工成米线、米
粉、螺蛳粉等，利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洗
米水和下脚料喂猪，实现废料的无害化处
理和生猪的生态喂养。“一头猪”的环节。
2021年，由市政府、市农业农村局牵头，
联合市级国资公司、璜泾镇投入1.5亿元，
建成设施设备先进、生物防控严密、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高的科研型猪场。建成后由
雅鹿村成立太仓市雅勤生猪养殖场开展运
营管理，常年存栏梅山猪种猪650头，其中
母猪155头，克隆梅山猪5头，每年共育成小
猪仔4600多头。运用生物技术，将猪粪和

水稻加工产生的砻糠制成发酵床，生产固态
有机肥并直接还田，形成各生产环节废弃物
的综合循环利用。

四是农产品品牌化。依托各村不同基
础条件，对13个行政村布局“一村一品”建
设，成功打造“璜泾大米”等绿色农产品品牌
26个，形成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示范基地
12个，面积达5220亩。健全农产品全过程
质量监管体系，建设农产品质量快速检测室
15个，璜泾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获
评省级五星级乡镇监管站，农产品有机化、
绿色化水平全面提升。引进第三方公司，成
功发布“璜泾食代”高端农产品区域品牌，打
造“泾津乐稻”“江水河鲜”“梨乐无穷”等子
品牌。2022年,璜泾镇申报的“太仓梅山
猪”成功进入农业农村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

五是农文旅特色化。推动美丽乡村与
农业旅游同步发展，整合杨漕红色教育基
地、吴家湾花海、雅鹿唐家宅等主要观光点，
建成了一条农业观光旅游、农耕文化展示、
林果采摘、农产品展销和农家菜品尝相结合
的农村旅游生态走廊，推动红色文化、绿色
田园交相辉映的特色农旅线路日臻完善。
孟河村获评“省三星级乡村旅游区”，2018
年旅游接待量突破20万人次。深挖特色文
化内涵，打造“贤美孟河”“诚信永乐”等文化
品牌，做新“摇桂花”“扎花灯”等传统习俗；
与上海沪剧院开展两地戏曲文化交流活动；
连续举办六届“幸福璜泾 乐享田园”迷你马
拉松。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文化内
涵不断拓展。

二、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虽然璜泾镇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与农业发展先进地区相比，也存在
许多不足。主要涉及土地、政策、资金、人
才、环境等诸多方面，需要在“三农”统筹融
合发展的视角下通盘考量、寻找答案。

一是缺少政策规划。农业产业缺乏刚
性和整体统一的规划，政府在产业引导、整
体规划方面做得不够，产业化组织建设较为
落后。在打造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拳头
产品”和“知名品牌”方面还有不足，在优化
供应链、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等方面亟
待大力推进。同时，惠农资金使用“撒胡椒
面”现象较为严重，不利于农业产业集群式
发展。

二是缺少龙头企业。璜泾镇农业龙头
企业数量少、体量小，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散
乱污”现象较为普遍，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发
挥辐射带动作用。部分企业产品科技含量
低，产业链条短，品牌效益差，市场占有量
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弱。部分加工企业
与农户、基地、市场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一

体化生产经营体系。不少流转土地的家庭
农场、专业大户均为常规种植，生产模式单
一、盈利能力较差。

三是缺少建设用地。璜泾镇可用耕地
大多为基本农田，一般农田仅5000亩，其中
还包括大量有5年管护期的拆旧复垦土地，
无法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必要的仓库、场地及
管理用房等，土地要素制约严重。在休闲农
业、农文旅发展上，受限于建设用地指标总
量控制，很难用于农业发展，加之农村产业
发展用地的直接经济效益低，供地积极性不
高。

四是缺少专业人才。农业产业发展仍
然受限于农业从业人员匮乏、年龄老化，新
型职业农民力量不足等问题。璜泾镇农业
从业人员平均年龄普遍超过60岁，新理念、
新技术、新模式推广运用受限，阻碍了现代
绿色农业发展。除水稻生产机械化水平较
高外，水果、蔬菜等用工量大且相对集中的
特色经济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偏低、替代不
足。

五是缺少盈利能力。农产品附加值仍
处在较低水平，农业产业体系还存在资源环
境匹配度不高、流通体系效率不高、低端农
产品过剩和高端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并存
等问题。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尚处于初级阶
段，休闲、旅游、农家乐餐饮、民宿等配套设
施不足，农民收入仍主要依靠农业初级产
品，农民增收遭遇瓶颈。

三、璜泾镇建设农业强镇的思路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和
前提，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并不一定意味着
农业强国的建成。比如，目前许多发达国家
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但只有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兰、丹麦、以色
列等少数国家被公认为世界农业强国。同
样，在我国国内，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
达地区，都需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但也
只有那些具备条件和能力的地区才有可能
建成农业强省强市强县。从太仓来看，璜泾
镇作为“生态功能性城镇”，是最有基础、最
有条件打造成为农业强镇的板块之一。下
一步，璜泾镇将加强战略谋划，强化顶层设
计，做好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准备，分阶段、
分产业扎实推进，持续提高全产业链竞争力
和控制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太仓新实践夯实
基础。

一、聚焦规划引领，做到农业区域竞争
能力强。一是强化战略定位。围绕打造都
市农业的目标，加快发展生态绿色农业、观
光休闲农业、高科技现代农业，推动农业园
艺化、设施化、工厂化。以苏州、上海等大都
市市场需求为导向，丰富农业公园、观光农
园、市民农园、休闲农场、教育农园、高科技

农业园区、森林公园、民俗观光园、民宿农庄
等农业经营模式，进一步融生产性、生活性
和生态性于一体，增强农业的多功能性。二
是强化规划指引。以农业“三区”划定成果
为重点，以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为目标，
对照太仓市“十四五”规划明确的“生态功能
性城镇”定位，科学合理地抓好璜泾镇农业
农村规划布局，加快孟河村、杨漕村等实用
性村庄规划编制，进一步优化种养结构和空
间结构，并且吸取历史教训，使规划具有严
肃性、延续性和稳定性。三是强化要素保
障。提高农业政策精准性、指向性和实效
性，构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
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坚持本地培养
和引进输入相结合，积极培养现代农民和乡
土人才，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二、聚焦数字赋能，做到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强。一是构建“大数据+农业”。加强与
世纪互联、中俐云置等大数据企业合作，完
善璜泾镇乡村振兴大数据中心功能，整合智
慧农业、智慧农机、智慧水利、农村人居、“三
资”管理等28个数据模块，提高土壤墒情监
测数据、农机作业数据收集利用水平，在农
业生产、农机管理、农田灌溉、河道监测等方
面，铺开一张“智联网”。二是构建“智能化+
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着力推
进农机装备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继续做好
高标准农田、粮食烘干房、保鲜库和水利工
程等项目建设。复制推广雅鹿无人农场经
验，打造更多粮食生产“无人化”作业应用场
景，以点带面，促进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应
用。三是构建“互联网+农业”。推进“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做到农民联网、农村
联网、农业联网。推动农产品云平台建设，
利用直播带货、网上商城等手段，打通“璜泾
大米”等农产品专属营销渠道；利用抖音等
新媒体方式，分享农户种养殖生产过程，全
方位带动农业产业发展。

三、聚焦粮食安全，做到农业供给保障
能力强。一是保障粮食生产。深入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
粮化”。用好璜泾镇超6万亩耕地资源，深
入实施农田连片整治，到2025年新建成高
标准农田超1万亩。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
协同保障，提高粮食应急供应保障能力，全
面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二是壮大经营
主体。加快培育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
体，着力提升农业产业发展专业化生产、集
约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能力。建立龙头企
业扶持机制，推进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
农户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和稳定的利益联
结机制，确保粮食有人种、愿意种。三是优
化产品供应。提高璜泾镇“菜篮子”基地供
给水平，增加在地蔬菜供应量，持续拓展肉、
禽、蛋、鱼等农副食品供给，为太仓的城市运

转贡献力量。继续抓好化肥减量增效、农药
“零增长”行动，加快构建农产品“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让“绿色、安
全”成为璜泾农产品的鲜明特质。

四、聚焦绿色循环，做到农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强。一是发展循环农业。围绕璜泾
大米、太仓梅山猪等现代农业产业链发展生
态循环农业，探索种养加销一体、农林牧渔
结合、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现代复合型循
环经济产业体系。建立“养殖——畜禽粪堆
制肥料化——种植”一体的循环种养模式，
实现养殖废弃物的全循环利用。二是发展
绿色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投入减量化、生
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生产方式生态化、
产出高效化等方向全面绿色转型，加强绿色
生产网格化管理，确保从农业生产资料的投
入到农业生产全过程达到绿色标准，力争绿
色环保农产品突破30个。三是发展品牌农
业。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因
地制宜推进特色农产品建设，努力把“璜泾
食代”品牌打造成为引领产业融合、助力农
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持续
扩大璜泾特色优势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五、聚焦农旅融合，做到农业产业链延
伸能力强。一是丰富旅游路线。依托良好
的秀美田园风光、观赏与采摘结合的现代农
业、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全域农文旅观光线
路，持续完善“雁月湖湿地-吴家湾花海-长
江林场”的“艺术乡村游”路线；“现代农业
园-特色农产品基地”的“休闲田园游”路线；

“杨漕红色教育基地-唐家宅抗日民主政府
成立旧址”的“红色研学游”路线等，最终形
成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旅游格局。二
是完善基础配套。加大停车场、民宿、农家
乐等旅游接待设施建设力度，开展标识系
统、导览系统、公共厕所、景区垃圾桶等配套
设施专项提升工作。在现有的璜泾现代农
业园基础上，提档打造游客接待服务中心。
依托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探索建立“全域
旅游大数据中心”，准确掌握璜泾旅游的客
源市场、游客关注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精准
营销，真正发挥智慧旅游功能。三是加强宣
传营销。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具，通
过拍摄投放旅游宣传片、策划集中性的特色
主题活动等手段，推动热点、亮点的形成。
瞄准周边目标客源城市，通过举办旅游推介
会、投放落地广告、与当地旅行社签约合作
等方式，开展品牌营销，打造璜泾旅游粉丝
群体，积聚良好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