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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市

俯瞰长三角，盐城区位独特，
这里沃野平畴，是长三角地区面
积最大、生态最好、体系最全的
平原农业区，也是长三角中心区
农业经济总量唯一超千亿的农业
大市。

既心怀“国之大者”，为全国
稳产保供贡献力量，又要实现自
身高质量发展，扛起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时代重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盐城的乡村振兴答卷，展现了新
时代的智慧和担当。

□记者 江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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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农”
牢记“国之大者”

近期发布的盐城农业2021年报，再次刷新这个
农业大市的新形象：粮食种植面积1487.63万亩、总
产142.96亿斤，连续7年超140亿斤，连续8年领跑
全省，面积、产量均列全省第一，占全省总量的近五
分之一。“盐城粮”可满足江苏一半人口需求。

同样位列全省第一的，还有生猪存栏总数289.6
万头和出栏467.2万头，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规模
主体入网总数等。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盐城处于领先位次。

盐城全力推进农业接轨上海深度融入长三角，
新建长三角地区直采直供基地19个，新建及改造盐
城农产品上海直销窗口166个。去年，盐城农产品
长三角地区销售额达359.2亿元。

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农”。“盐
城粮”“盐城菜”的背后，是盐城农业的实力呈现与
担当。

一直以来，盐城大力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坚持把稳粮保供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头等大事紧抓
不放，全市农产品稳产保供贡献度全省最大。

为了做好保供，盐城坚决贯彻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扭紧抓实耕地和种子“两大要害”，
全面启动种业振兴行动，2021年全市种业产值达
170亿元，总量全省第一；大力度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81万亩，获得省政府办公
厅督查激励。

面向“十四五”，盐城将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加快推进农业全面升级，重点是提升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保障水平，建成全省最大、全国一流的优质
粮食生产基地，确保果蔬产量保持全省领先，打造全
国闻名的池塘健康养殖示范区、现代渔业产业带，建
设沿海良种繁育“硅谷”。

留住乡愁
特色田园乡村做示范

4月上旬，潘黄街道新民村的草莓进入盛
果期。

每天，进出新民村的人都很多。来的，是
自驾的市民，一家人现场采摘；去的，是送货的
车，一车车送往市区的多家水果店。

克服疫情影响，他们通过举办云上草莓
节、网红直播带货、微信推送等，吸引众多游
客，人气很旺。清明小长假3天时间，直接销售
达150万元。

在新民村，村民居住的多是漂亮的小别
墅。新颖别致的造型，优美整洁的环境，不时
可见鹭鸟翩飞，让许多城里人羡慕不已。

据全国农业劳模、新民村党总支书记董兆
付介绍，他们村干部齐上阵，“做给农民看，带
着农民干”，带动全村100多农户发展“一户一
棚”设施果蔬，种植规模近2000亩，户均年纯
收入超过10万元。

2021年，新民村（草莓）入选第十一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该村还入选当年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亿元村。

一颗小小的草莓，成了新民的名片。新民
村依托草莓种植、种苗繁育，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生动实践，成为盐
城农村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盐城，通过推动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发
展，培育壮大了粮食、生猪、蔬菜、家禽、水产、
林果等六大百亿级优势产业，万亩特色优质农
产品基地面积达72万亩，建成国家级农业产业
强镇5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村15个。

盐城加快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东台成
功入选首批国家示范区和省先行区创建名
单。重抓千万元以上农产品加工项目，全市规
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1789家，其中国家
级9家、省级92家，2021年农产品加工产值达
3210亿元，农产品加工产值之比达2.5:1。

创新发展农业新型业态，全市创成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3个、全国县域数字
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2个，休闲农业、农产品电
商经营收入年均保持10%以上增幅，2021年
销售额分别达197.4亿元、216亿元。

目前，盐城正全面打造农房改善升级版，
建设一批功能现代、风貌乡土、成本经济、结构
安全、绿色环保的宜居型示范农房。未来，盐
城将加快建设农村现代化样板区，加快推进农
村全面进步，形成一批融田园、产业、乡愁于一
体的特色田园乡村示范区。

擦亮底色
乡村绽放“绿富美”

“现在回乡的年轻人多了！在我们村，
种植大户不少是年轻人！”39岁的杨寨鹏言
语中透着自豪。

杨寨鹏种了100多亩地，上半年长西
瓜、青椒，下半年长西兰花。在响水县南河
镇薛荡村，杨寨鹏是众多回乡种地的年轻人
中的一个。

“十几年前，我们夫妻俩在上海打工，一
年都余不了几个钱。”杨寨鹏说，他们是最早
一批回乡种地的，“从开始的20多亩，越种越
多。当然，收入也越来越高，现在一年挣几
十万元不难。”

在农村，杨寨鹏和他的小伙伴们收获满
满，在乡下有楼房，在县城有商品房，城里乡
下就像上下班一样。

目前，盐城有乡村人口570多万，乡村
从业人员290多万，占全市乡村总人口的一
半，其中一产从业人员达100万。

衡量“三农”工作成色，农民增收是关
键。盐城以农民增收为导向，让富民的成色
更足，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在盐城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和经营
性收入占到八成以上，是农民增收的主渠
道。盐城千方百计增加群众就业渠道，大力
发展乡村产业，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和完善利益链，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让农民能够享受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

提升改革富民效应，聚焦农村承包地、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三
块地”改革，试点“小田变大田”改革，提高农
村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配置效
率，加快唤醒农村土地潜能、激活农村沉睡
资源，吸引更多能人特别是年轻人，到农村
创新创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前提。盐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和帮促，建立防贫基金制度。在全省率
先选派市委富民强村帮促工作队，市财政安
排近8000万元扶持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
烈士命名村等村集体经济发展。

重抓片区特色产业发展，培大育强西兰
花、黑猪、白首乌、铁皮石斛等特色产业集
群，建设林果三产全面融合示范基地，全力
打造黄河故道生态旅游特色品牌，开拓一条

“绿富美”相济相生的转型发展新路。
盐城，正聚力产业融合、城乡融合、区域

融合，努力打造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农村现
代化样板区、农民现代化实践区，绘就乡村
振兴新诗篇。

在全国农业保供大局中
盐城凸显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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