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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服务城市”、一头“富裕农民”，
都市农业与优势农区、特色农区一起构
成了我国农业的“三大板块”。近年来，
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理念不断创新，产
业功能不断聚集。据统计，全国 36 个大
中城市蔬菜产量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肉
类产量占全国的 16%。这是在大城市耕
地资源匮乏、农业资源禀赋不足、农业劳
动力缺乏的“狭小空间”里“以小博大”的
战果。

不过，都市农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
压力。一是保障均衡供给的压力。随着
城镇化进程加快，大城市土地、水等资源
约束更加凸显，人口快速增加，消费需求
刚性增长，结构不断升级，保供给压力加
大。二是保持价格平稳的压力。“菜篮
子”产品供给容易受到季节、气候、周期、
流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加之有的城市
把生产甩给主产区，供给依赖大市场，运
输距离越来越远，流通环节多，导致流通
成本大幅增加，加剧了价格波动。

给菜价上保险

“三天不见青，两眼冒金星。”这是上
海市民喜食青菜的生动写照。绿叶菜不
适宜长途运输，而上海的自给率却达到
90%，每天有超过 4000吨的地产绿叶菜
上市。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朝意蔬果
合作社理事长沈学国说：“之所以有这么
稳定的地产供给量，一是因为有一定的
菜地面积保障，二是因为实施绿叶菜价
格保险制度。在寸土寸金的上海，50 万
亩蔬菜面积中有三分之一种的是绿叶
菜。而蔬菜价格一旦低于‘基准线’，保
险公司就会对菜农理赔”。

“菜农有了稳定的收益，市民的蔬菜
供应也就有了保障。”上海市农委副主任
殷鸥介绍说，上海在全国首创绿叶菜淡季
成本价格保险机制，“冬淡”保险期59天，

“夏淡”保险期 77 天，市级财政补贴 50%
保费，区县财政补贴40%，菜农自缴10%，
调动了菜农生产积极性。此外，还探索建
立了“夏淡”期间菜农高温人身伤害保险
和农业保险大灾害风险分散机制，减轻市
场价格波动对菜农造成的损失。

无独有偶。四川成都在全国副省级
城 市 中 率 先 推 出 了 蔬 菜 价 格 指 数 保
险。该市新津县柳江村菜农颜桂英回
忆说，3 年前，蔬菜价格保险首次推出
后不久，自家莴笋就因卖价太低而获得
保险赔付。和她一同受益的，还有数十
家菜农，均是同村的投保农户，获赔总
额超过 14 万元。

确保“菜篮子”产品稳定供给，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是发展都市现代
农业的重中之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说，要根据城市规模、人口数量、流通半
径等综合因素，合理确定“菜篮子”产品
生产用地保有数量，特别是对运输保鲜
要求比较高的叶菜、鲜蛋、鲜奶等产品，

要确保现有的自给能力不降低，综合运用
财政、价格、税收、保险等手段，切实增强城
市“菜篮子”产品应急保障功能。2015 年，
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蔬菜、肉类、禽蛋等自
给率稳定在 80%左右，蔬菜、畜产品、水产
品平均监测合格率分别达到 96.2%、99.3%
和 95.4%。

欢迎工商资本参与

如今，大中城市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加快推进，分享农业、定制农
业、创意农业、养生农业等新业态蓬勃发
展。农业产业链延伸与产业门类增加使农
业投资领域极大扩展，投资需求大大增
加。目前，联想控股、网易、东信集团等高
调进军农业领域，凯雷投资、黑石集团等私
募股权基金也纷纷投资都市农业。

“由于都市农业效益较好，工商资本投
资的积极性高。我们是鼓励和欢迎的。”农
业部部长韩长赋说，需要指出的是，工商企
业进入农业，应着眼于服务、带动农民，而
不是取代农民、兼并土地。通俗地讲，就是

“老板要带动老乡，不是代替老乡；农家乐
应是农民乐，不是老板乐”。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朱信凯说，都市现代农业投入大、
周期长、风险高，要加大支持保护力度，创
新财政、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都市现代农
业建设方式，建立多元化的都市现代农业
发展投入机制。大中城市市场发育早、城
乡融合深、财力基础好，要积极发展土地流
转、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培育壮大一批规模经营主体、服务
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使之成为引领都市
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目前各类资金进入都市农业，主要聚
焦在两方面。一是从生产领域的种植、养
殖开始，逐步覆盖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全
程产业链；二是选择产前、产后环节的关键
农业服务领域和延伸领域。专家认为，今
后要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下功
夫。城市耕地有限，要舍得投入，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推广地力培肥措施，改善农田
水利设施，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同时要在
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方面下功夫。加快农业
科技创新和应用，推进农业机械化，促进农
机农艺融合。

试点调控目录管理

都市农业产品品种以鲜活农产品为
主，加之特殊区位优势，因此在平衡城市菜
价方面被寄予厚望。但近年来,由于缺乏
统筹规划和长效调控机制，区域性、季节
性、结构性的鲜活农产品供需失衡时有发
生。“姜你军”“蒜你狠”等现象令生产者和
消费者都不满意。目前，粮棉油糖等大宗
农产品已出台了价格支持、目标价格补贴、
储备调节等一揽子调控政策，市场运行相
对平稳。而鲜活农产品除生猪外却缺乏有

效的市场调控工具。
农业部市场司副巡视员刁新育透

露，农业部正在试点对鲜活农产品进行
调控目录管理。选择对价格总水平影
响大、生产者和消费者关注程度高的部
分鲜活农产品作为调控重点，明确其价
格波动合理区间、预警等级、触发机制
和相应政策工具，通过有效的市场调
控，实现农产品供需总体均衡和价格基
本稳定。

构建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需
要及时、准确的数据支撑。农业部已成
立了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建立起较完
善的监测预警体系。目前已有 21 套鲜
活农产品统计报表制度，涵盖产量、面
积、价格、成本收益等数据体系。同时，
农业部、财政部共同启动了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建设，涉及 34 个作物产品、
11 个畜产品、5 个水产品，为调控目录制
度品种选择、触发机制实施、政策工具创
设提供了支撑。

“根据国家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选
择标准，选择蔬菜、水果、生猪、肉羊、奶
制品作为调控品种。其中，蔬菜为大白
菜、萝卜、黄瓜、番茄、茄子等 9 个品种。
这是种植面积排序的前 9 种蔬菜，占蔬
菜总产量的 52.4%。水果为苹果、柑橘、
梨、香蕉，这 4 种水果产量占我国水果总
产量的 63.7%。”刁新育说，基于农产品
生产方式、上市季节、生产成本具有较大
差异性的特点，对纳入调控目录的产品
将加强全产业链研究，在品种选择、预警
空间、政策措施等方面不断完善，分品
种、分梯度推进。

休闲乡村富百姓

草莓庄园、樱花林、紫薇林鲜花争艳，
桃源驿站、水上乐园、滨水沙滩、七彩花田
人头攒动。5 月 1 日，距离中心城区大约
40 多公里的白云区钟落潭镇寮采村“世外
桃源”生态旅游区，吸引了上万人赏花踏青
⋯⋯寮采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萧建
星告诉记者，“景区去年营收 1300万元，今
年有望翻番，达到 2800万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与广州中心
城区近在咫尺，可就在几年前，寮采村还是

依赖农业种植的传统农村，村集体年收
入不到 10万元，是全区最穷的村。

巨变是如何发生的？白云区委农办
主任、区农林局局长刘少春说，随着传统
农业成本日益增加、竞争加剧，分散型农
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白云区谋划的
思路是按照“政府引导、村民做主、项目
引路、各方入股、企业运营、民主管理”的
集体经济新形式，发展新型农业。

寮采村按照都市型观光休闲农业的
定位开始了先行探索。结合村内鱼塘成
片、果树成林、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优
势，同时利用白云区建设绿道驿站的契
机，寮采村成立专业合作社和世外桃源
度假村有限公司，全力发展高效农业和
生态旅游业。

为了吸引更多村民参与，项目由村、
社集体参股，并发动广大村民自愿参股，
每股 2 元，自负盈亏。目前，共有 1430
户村民自愿入股，占全村人数的 90%。

经过几年努力，全体村民共投入三
千多万元，初步建成世外桃源生态旅游
区，设有农家美食、河堤休闲公园、市民
亲耕农场、水上乐园等项目。去年世外
桃源景区接待游客达 100万人次。

据介绍，2015 年，寮采村的生态旅
游服务项目总收入已超过 2000 万元。
村集体收入、农民人均收入、村民股份价
值都实现大幅度提升，分别从 2010年的
16 万元、5010 元、2 元提升到 2015 年的
392 万元、10108 元、2.8 元。其中，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连续 3 年每股分
红均为 0.42元。

探寻该村的内在发展逻辑可以发现，
其项目经营有声有色、产权改革稳妥推
进、建设管理有序提升的背后，是一套既
符合村治传统、又能发挥区位优势的基层
农村综合改革理念在发挥作用。

社会化管理提档次

同属于白云区的马岗村则演绎了城
中村的“变形记”。

走进马岗村，街边店铺整齐、小楼林
立，欧陆风情街游人如织。

白云区石井街工作委员会书记罗同兴
告诉记者，两年前，地处城乡接合部的马岗
村还是典型的脏乱差，户籍人口只有 782
人，实际居住人口却近1.2万人，产业低端，
交通拥堵，加上乱摆卖、乱搭建、乱屠宰现
象严重，给村子治理带来极大困难。

马岗村发生巨变的契机，是广州市
将石井街道列为社会管理重点整治地
区，马岗村为“主战场”。马岗村抓住这
一机遇，在城镇化的转制社区 （“城中
村”） 更新改造、出租屋管理改革创
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探索出“政
府主导、村民决策、企业参与”的模
式，促进集体经济组织转型升级，化解
快速城镇化的遗留问题。

马岗村之所以乱，是因为当地人多以出
租为主业，家家小楼，户户出租，乱象由此而
生，怎么办？石井街党政办主任陈锐星说，马
岗村以出租屋管理社会化为切入点推进改
革，引进了社会力量和资金成立出租屋管理
公司，鼓励村民自愿以自有房屋入股，交由

公司统一经营管理，逐步将村民零散的、各
自经营的出租屋变为公司化、联片式、公寓
式集中统一管理。

家住马岗村福源三巷的村民梁叔告
诉记者，现在环境好了，房子也租得上价
了，一间房从原来的 400 元涨到现在的
600 元，照样不愁出租。将整栋楼交给物
业公司打理，他更省心了。

环境变好了，低端产业也需要升级。
马岗村结合片区规划功能布局，对村集体
服装批发市场进行安全整治与转型升级，
建设电子商务园区和高端写字楼，引导鞋
服等传统产业向研发、设计、展贸、电商等
价值链高端延伸拓展，促进商户类型从

“小、散、乱”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以及总部
运营转变，促进村集体物业升值。据悉，
自去年该村实施整治以来，村集体收益增
加了近 60万元。

“马岗村从乱到治的变化，为周边区
域城中村的综合改革发挥了示范作用，有
一批村开始借鉴这种模式，成立管理公司
进行连片式统一管理。”刘少春说。

白云区委书记马文田说，白云区城中
村综合改革过程中坚持了“三变、三不变、
三化”原则：“三变”是指城市环境要变、产
业功能要变、经济效益要变，“三不变”是
指集体土地权属不变、集体土地使用性质
不变、集体经济物业功能不变，“三化”是
指改造主体企业化、物业经营产业化、物
业管理专业化。从目前的探索看，基本实
现政府、企业、村社、村民多方共赢，不仅
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更实现了转制社区的
面貌改变、地区的产业升级。

因 地 制 宜 统 筹 城 乡
——探访广州白云区农村综合改革试验点

本报记者 张建军

36个大中城市蔬菜产量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都市农业：让城市“菜篮子”更充实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市

所辖区，白云区现代化城区、城中村、

农村三者并存的区域特点十分明

显。特大城市的农村地区如何推进

综合改革？特大城市建成区在城镇

化进程中遗留的深层次问题如何化

解？在全国范围都鲜有可供借鉴的

经验。

2014年4月，广州市白云区成为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广

东省的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两年

多来，白云区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采

取不同方案，趟出了一条农村综合改

革的新路子——

夏初时节，《经济日报》记者跟随中国气象局组织的
“绿镜头·发现中国”活动，走进广西桂林市荔浦县修仁
镇，这里成片橘田绿意盎然，今年新栽下的砂糖橘树枝头
已簇满新叶，显露出勃勃生机。

荔浦县是全国砂糖橘种植面积最大的县，这里砂糖
橘种植面积 32 万亩，挂果面积 20 万亩，仅去年一年产量
已达 100 万吨，产值超过 20 亿元。此外，荔浦人还在周
边市县拓展出 10 万亩的砂糖橘田，荔浦砂糖橘被列入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并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认证”。

荔浦县气象局局长李忠波告诉记者，砂糖橘种植对
温度的要求最为挑剔，既扛不住低温苦寒，也不喜高温闷
热，纵使荔浦县每年的霜冻期仅有十几天，却依然成为考
验各家橘农能否力保橘树丰收挂果的最后一道难关。

为了避免低温冷害，提前加盖塑料薄膜成为护养砂
糖橘的关键。何时盖膜？何时又要取下防护膜避免温度
过高？在修仁镇的万亩砂糖橘高产核心示范基地，两个
小气候观测站派上了大用场。通过对气温、光照、降雨量
等数据的监测度量，小气候观测站能够为农户提供整个
示范区里雨情、虫情和霜冻期到来的信息服务，及时通知
农户采取相应措施与低温冻害“赛跑”。

“就算寒潮来了我们也不怕。”正在田地里松土引流
的修仁镇拓村橘农陈桂云告诉记者，“一有情况我们就会
收到短信提醒，村口的气象大喇叭和显示屏也没闲着，每
天都在给大家预报气象信息”。

“从去年 12 月份以来，我们经历了 3 次较为明显的
强冷空气，其中两次都达到了寒潮级别，但有了直通式气
象信息服务的跟踪发布，提醒农户及时盖膜抗冻，橘田基
本没有受损。”李忠波说。

“以前地里都种水稻，一亩田的效益每年只有几千
元，后来改种砂糖橘，每个村都配备了气象员，经常下到
田间给我们讲解气象预报知识，定期还有农科院的专业
人员来指导大家什么时候该打药、放肥等，这些都是我们
农户种橘的贴心保障，让农民的种田效益大大提升。”陈
桂云说。

从原来的“靠天赏饭吃”到如今摸清天气脾性的“对
症下药”，越来越多的荔浦人和陈桂云一样，不仅守着自
家土地种起果树，还在周边村庄扩种了大片橘田，一到丰
收挂果时，红红火火好不热闹。

“现在地里种满了橘子树，每家农户都有几十亩地，
一亩地每年能带给我们 3 万到 4 万的收入，和原来比真
是千差万别。”陈桂云说。

“气象局还根据桂东北砂糖橘种植的气象条件研究
课题成果，专门编制了砂糖橘各生长期的气象指标手
册。”李忠波说，下一步，荔浦县将印成十万份手册分发到
每一个农户的手上，帮助农户科学利用气候条件优势，规
避气候灾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结合气象服务，全县组建覆盖市、县、乡、镇的四级
技术团队，开通了为农服务的 24 小时技术咨询电话；我
们还实行土地网格化规划与管理，精细化指导生产。”荔
浦县副县长关小菊说。

有了气象服务与科学技术的保驾护航，荔浦砂糖橘
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味觉享受，也成为广西
的一张亮丽名片。

信息服务助力气象灾害防御——

万亩橘田的丰产“天机”
本报记者 杜 芳 郭静原

本报讯 记者张雪报道：日前，蒙都羊业正式挂牌
新三板。该公司董事长许录表示，蒙都羊业将开启“互
联网+草原牛羊肉”新战略，打造以消费者为主导的
C2B 互联网商业模式，巩固公司在牛羊肉领域领先地
位的同时，也将持续加快食品安全云平台体系等信息化
建设，全面实现传统食品加工企业向“互联网+”的转
型升级。

许录表示，蒙都羊业将展开与京东生鲜的深度合作，
发挥各方在采购资源、网络渠道、信息、物流等方面的整
体优势，深化产业协同效应，借力京东生鲜的优秀品牌影
响力和冷藏、冷冻、仓配一体化的电商物流系统，为消费
者提供新鲜、安全的网购体验。京东生鲜事业部营销总
经理王慧英说，自 2016 年起，京东将建立一个覆盖中国
所有大中城市的冷冻冷藏一体化 B2C 网络，此次与蒙都
羊业的合作，既为蒙都提供便捷的电商渠道，同时也是双
方价值观的融合。

传统食品企业触网升级

蒙都羊业加速 C2B 布局

无公害西瓜助农增收

本版编辑 徐 胥

5 月 5 日，重庆市梁平县龙门镇乐胜村瓜农把刚采摘

的西瓜装入纸箱，准备运往重庆城区销售。今年，梁平县

引进“早春红玉”“特早佳龙”等皮薄肉甜、产量较高的优

良品种西瓜，引导瓜农按照无公害要求种植 2000 多亩。

该县农委、科协和供销社组织技术人员从施肥、播种、管

理等方面进行科学指导，使西瓜平均亩产量达到 2000 公

斤左右，并较往年提早两个星期上市。 刘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