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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抚州实施“农业立市”战略——

“ 赣 抚 粮 仓 ”绘 出 新 景 象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筑大坝、固堤防、修灌区、通水渠⋯⋯近日，

行走在江西抚州市各农业主产区，随处可见冬

修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的场景。

近年来，素有“赣抚粮仓”之称的抚州市坚

定不移实施“农业立市”战略，用工业化思维发

展农业，发挥特色提优势，壮大主体强带动，擦

亮品牌增效益，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规模化、

标准化、品牌化水平，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

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

持续的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传统农

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强市转变。

集约化引领

在抚州市临川区唱凯镇观前村，巡田员廖

志刚戴上“5G 智慧巡督仪”，打开手机小程序

“田长制高标准农田管护”，对现场巡田情况进

行记录。“通过大数据综合平台‘智慧管’，我们

对高标准农田的土壤肥力、土壤空气温湿度、气

象等实时监测，让‘高标田’真正成为‘高产田’

‘高科技田’。”廖志刚说。

临川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邱福文告诉记者，

2021 年以来，临川区共投入 3.6 亿元用于高标

准农田建设，目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12 万亩，

惠及 14 个乡镇。

近年来，抚州市粮食总产稳定在 50 亿斤以

上，是国家区域性商品粮生产基地，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农业企业仍普遍

存在经营规模小、经济实力弱、发展层次低的现

象。“推动农业产业稳基础提效益，关键在于优

化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丰富提升乡村经济价

值链，完善贯通流通体系供应链，着力构建农业

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抚州市

市长高世文说。

做活“农”字文章，离不开科技赋能。走进

抚州华宸农业公司智慧菜园，一排排绿色蔬菜

整齐地“躺”在“种植床”上健康生长。“我们的蔬

菜不仅供应抚州和南昌市场，还通过中欧班列

销往俄罗斯等国家。”该公司负责人张荣滨介

绍，智慧菜园通过精准调节农作物生长要素、环

节，蔬菜品质大幅提升。

集约化引领是农业“强”的坚实路径。在抚

州，越来越多的“特、优”农产品聚链成群，形成

“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培

育了南丰蜜橘、广昌白莲、南城禽蛋、黎川茶树

菇、金溪香料香精、崇仁麻鸡、杂交水稻制种等

十大农业产业集群。

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抚州市选

准首位产业，优化产业结构，集中要素做大做强

优势特色产业。抚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乐启文

说，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抚州提出实施农业

“4+6+1”龙头引领工程。“4”是培育生猪、粮食

食品加工、蔬菜（含食用菌）、资溪肉类综合加工

4 个百亿元产业；“6”是培养南丰蜜橘、广昌白

莲、崇仁麻鸡、南丰龟鳖、资溪食品、乐安竹笋

6 个产值 50 亿元重点产业；“1”是大力发展现代

种业，打造现代种业强市，推进宜黄、南城 2 个

国家水稻制种大县建设，抓好南丰龟鳖、蔬菜、

蓝莓等种苗基地建设。

“目前，全市有 81个农产品基地通过粤港澳

大湾区菜篮子审核认证，居全省第一位。我们力

争通过几年努力，把抚州建成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等沿海地区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乐启文说。

品牌化发展

在江西，“崇仁麻鸡”品牌闻名遐迩，是我国

优良地方家禽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走进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崇仁县国品

麻鸡发展有限公司种鸡舍，映入眼帘的是一排

排整齐方正的种鸡笼。“我们正加大市场拓展力

度，对品种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化养殖、精深加

工、品牌建设、销售模式进行全方位提升，走全

产业链发展、品牌化发展之路。”该公

司负责人周云经说。目前，全县崇仁

麻鸡出栏 8500 万羽以上，年产值近 25

亿元，产品畅销 20 多个省份。

老品牌也会遇到新问题。广昌县是我国白

莲中心产区和全国通芯白莲集散中心。为提升

品牌竞争力，广昌县先后组织申报了“广昌白

莲”地理标志产品和“广昌白莲”证明商标，出台

《广昌白莲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加大监督

管理力度，统一打造优质广昌白莲品牌。该县

还连续举办了 17 届国际莲花节。

“质量兴农，品质兴农，是抚州农业品牌化

发展的不二选择。”乐启文说，目前，全市绿色有

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 359 个，其中有农产品

地理标志 31 个，居全省第一位。全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合格率保持在 99%以上。

2020 年 9 月，“赣抚农品”正式发布，成为江

西省第一个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地

级市农业区域公用品牌。两年多来，抚州市围

绕“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建立“赣

抚农品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品牌+企业品牌”品

牌体系，以及标准认证、质量溯源等七大品牌支

撑体系。“截至 2022 年年底，‘赣抚农品’授权及

认证企业 80 家，授权及认证系列产品 196 个，

2022 年全渠道销售额 31.54 亿元，较 2021 年增

长 65%。”抚州市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柏荣说，通过整合“多而散、小而弱”的农业品

牌资源，塑造了抚州农产品的良好形象，促进现

代农业加速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整合技术、资金、销售等资

源优势，引导优质企业抱团发展，培育优质产

品，提升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唱响‘赣抚农品’区

域公用品牌。”抚州市副市长江志坚说。

融合化提升

元旦假期，到临川区罗针镇态何源田园综

合体观光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

步入生态种养大棚，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

香茅草、葡萄藤、芭蕉叶等交叠缠绕，藤蔓之下

是接连成片的生态鱼塘，水清塘阔，鲈鱼、鲥鱼、

鸭嘴鱼等畅游其间，勾勒出一幅立体种养、水陆

共生的美妙画卷。

“在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同时，我们积

极引导企业注重生态功能和农旅融合，大力发

展生态观光农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采摘、游

玩，体验丰收乐趣。2022 年，全区农业企业接

待旅游观光 6 万多人次。”邱福文说。

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强农。抚州市用

好美丽乡村、优良生态、深厚文化等绿色、古色、

红色资源，挖掘乡村特色气候资源，推动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发展，美丽

经济促进了产品价值倍增，实现了“人气”变“财

气”。为破解生态资源转化难题，抚州还以国家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为契机，打造了

一批金融服务中心，为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资

源价值转化提供收储、评估、交易、运营及金融

服务等一站式服务平台，把生态要素转变为生

产要素，把自然生态资源转变为经济发展效益。

依托 70 万亩蜜橘园，南丰县重点打造橘文

化旅游产业，推动“橘园变公园、变游园、变乐

园”，观必上乐园、水南国礼园、前湖庄园等 30

多个形态各异、独具特色的“橘园游”旅游点，进

一步扩大了生态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农旅

融合与乡村振兴“嫁接”，驱动该县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连续 12 年列全省第一位。

广昌县通过打造驿前镇姚西莲花景区、甘

竹镇樟树村红莲赏莲基地等莲文化观赏体验

区，莲花生态旅游蓬勃发展，2022 年全年接待

游客 150 余万人次，并带动餐饮、民宿等旅游产

业发展，实现年旅游综合收入 12 亿元左右。

“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村庄整治、美丽宜居

先行县、‘整洁庭院’整治、‘美丽活力乡村+民宿’

联动、乡村绿化美化五大专项提升行动，创建了

一批全域美丽乡镇、美丽村庄、美丽庭院，高品质

建设提升了一批美丽宜居示范带，联动建设了一

批美丽活力乡村，确保村庄环境长美久美，为农

旅融合发展打了坚实基础。”乐启文表示，将进一

步创新发展模式，在传播农耕文明的同时，为产

业发展、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土地集约利用增效益

本报记者

王胜强

近日，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宁晋

县的童泰婴幼儿服饰有限公司方

舟大楼内，4000 余名工人和数百台

机械设备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我们打造的是地下 1 层、地上

12 层的立体化厂房，服装加工生产

流程从传统平面布局转变为立体布

局。”该公司副经理李秋江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如果按照‘摊大饼’的方

式进行单层设计，需用地 400 亩左

右 。 厂 房 从 单 层 到 多 层 ，节 地 近

90%，实现‘零地增效’，提高了‘经

济密度’。”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赵俊生说，邢台市大力推行标准地

改革，全面启动“234+1.5”项目准入

门槛，即按照每亩税收不低于 20 万

元、投资强度不低于 300 万元、产值

不低于 400 万元，省级及以上园区

内项目建筑容积率不低于 1.5 的硬

指 标 对 新 建 工 业 项 目 用 地 进 行

出让。

“标准地改革坚持土地要素引

着项目走，从项目准入、土地供应

到后期评估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监

管机制，成为提高土地资源效益的

有力抓手。2020 年以来，邢台市供应标准地

80 万亩，工业企业亩均税收年均增长 7.8%。”

赵俊生说，标准地相关指标逐步实现精准化和

透明化。

从“项目等地”到“按标做地”，

该市实现企业拿地即开工、竣工即

投产。据了解，目前该市共有 510

个项目按照承诺制改革要求开工建

设，减少审批时间 30 天以上，提高

了大项目、好项目的落地达效速度，

加快释放土地资源潜能。

针对土地资源低效配置等现

实困境，邢台市严控总量、做优增

量，深化亩产综合效益评价机制，

实 行 亩 均 税 收 差 别 化 改 革 ，将

7500 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用

地 3 亩 以 上 规 模 以 下 工 业 企 业 纳

入 税 收 评 价 ，以 亩 均 税 收 为 标 准

进 行 排 名 ，设 立 A、B、C、D 四 档 ，

在 用 电 、用 地 、信 贷 、财 政 等 方 面

给 予 差 别 化 政 策 。 通 过 区 别 施

策 ，促 进 土 地 资 源 要 素 向 高 端 产

业、优势企业集聚，加快推动区域

经济“腾笼换鸟”。

在一系列部署举措的持续发

力下，邢台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成

效 逐 步 显 现 。 自 2014 年 至 今 ，该

市累计获得河北省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奖励 7790 亩；近 10 年供地率

保持河北省第一位。批而未供、用而未尽、建

而未投、投而未达标土地处置取得阶段性进

展，供而未用土地全部处置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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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致纯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车间工人

在打包广昌通芯白莲

食品。 曾恒贵摄

为中小企业拓展空间

商

瑞

日前，天津首个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试点在王兰庄国

际商贸城启动。单笔报关金

额 15 万美元以内，多种类多

批 次 小 批 量 小 商 品 快 速 通

关，不征不退的免税政策，灵

活结汇允许外商以人民币结

算货款⋯⋯这些政策解决了

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大等难

题，将助力中小企业打开国

际市场、拓展发展空间、找到

新的增长点。

2022 年 10 月份，海关总

署发布公告，为加快培育新

业态新贸易模式，支持外贸

稳定发展，商务部等多个部

门经过联合评审，将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试点范围扩大至

天 津 王 兰 庄 国 际 商 贸 城 等

8 家市场。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对促进传统商品市场

转型升级，鼓励更多中小企

业 参 与 外 贸 等 具 有 重 要

意义。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影

响，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受到了不小困扰，面临着市

场需求萎缩以及资金链紧张

等难题。如今，随着疫情防

控措施不断优化，如何进一

步帮助中小企业回归正常发

展轨道，是各界普遍关注的

重要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

展。同时，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此次天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启

动，可以解决一系列小商品出口难题，是释放支持

中小微企业出口的政策红利，更为中小企业拓展

国际市场开辟了新途径。

如今，新技术新材料新模式层出不穷，国际贸

易竞争日益激烈，相关交易风险不容忽视。中小

企业要从品牌、自身规模、资金、成本等方面进行

综合考量，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参与国际竞争，

要加强对国际市场的了解，发挥差异化优势，明确

自身定位，加快塑造品牌，加速产品更新速度。同

时，引入国际化销售团队、高素质国际贸易人才，

加速中小企业与国际市场、贸易需求对接，让产品

加速进入各国市场。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是一项创新举措，为

中小企业打开了一扇“窗”。而如何闯出一片新天

地，还需要中小企业辛勤耕耘、不断尝试。

重庆两江新区实现检验检测认证年收入 33.90 亿元——

以质量提升赋能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得益于质量提升行动的深入开展，公司汽

车产品实物质量呈持续改善趋势。”近日，赛力

斯汽车有限公司质量业务部负责人杨友莉告诉

记者，去年 9 月以来，公司进一步完善质量管理，

加强体系认证和产品 3C 认证，并相继开展了全

员质量知识竞赛、质量检验及返修技能大赛等

活动，推动公司产品的量产质量提升了 11%、市

场质量提升了 24%。

赛力斯公司对产品品质的全过程严格把

控，为不断攀升的产品销量奠定了坚实基础，赋

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2022 年，赛力斯汽

车累计产销量分别达 83701 辆和 80041 辆，分别

同比增长 660.37%和 626.39%。

赛力斯公司的发展是重庆两江新区深入实

施质量提升行动的一个缩影。作为重庆经济发

展的“主战场”，两江新区近年来深入实施质量

提升行动，聚焦重要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通

过开展质量技术帮扶、树立质量标杆、完善质量

基础设施等举措，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2022 年 1 月份至 11 月份，两江新区汽

车产业产值超过 1480 亿元，同比增长 22.9%。

近年来，两江新区成立了以党工委分管领

导任召集人的质量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出

台系列政策措施促进质量提升。2022 年，两江

新区出台《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促进专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政策》等文

件，对建设标准检测、认证认可等公共服务平台

的企业和科研院所，以及设立区域总部的国际

知名检验检测和计量服务机构给予资金支持。

两江新区持续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质量基础设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两江新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曹欢告诉记者，他们以

创建“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

为契机，充分发挥检验检测认证产业集聚优势，

动员新区内 70 余家质量专业技术机构组建成立

两江新区质量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联盟，并在两

江协同创新区和“专精特新”产业园设立 6 个质

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工作站，为入驻

园区的科研院所和企业就近提供质量技术综合

服务。

同时，两江新区实施“质量伙伴”计划，开展

“质量伙伴营”活动 10 期，累计为 330 余家企业

和科研院所提供质量技术协同服务。

检验检测认证是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技术支

撑。记者在两江新区黄山大道沿线、金渝大道

沿线等地采访时看到，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云集，

质量基础设施要素集聚。“高质量的检验检测认

证促进产业高水平发展。”曹欢说，两江新区面

向全球招商，已有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重庆市

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招商局检测认证有限公

司、通标标准技术服务（重庆）有限公司等 79 家

国内外知名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落户。

截至目前，两江新区共有检验检测认证从

业人员超过 6800 人，拥有仪器设备原值近 30 亿

元，实现检验检测认证年收入 33.90 亿元，出具

检验检测报告和认证证书 151.5 万份，各项指标

均居全市各县区之首。

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黎表示，两

江新区将进一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大力发展

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对支柱

产业发展的助推作用，为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游 客 在 江 西 黎 川

县 沁 田 胭 脂 柚 种 植 基

地采摘。

吴维纲摄

日前，在安徽省亳州市

利辛县孙庙乡高堂村麦田，

植保人员驾驶自走式高杆喷

雾机对小麦进行喷药作业。

眼下正值小麦田管关键

期，当地抢抓农时，组织植保

无人机、大型农业植保机械

进行除草、病虫害防治、喷施

生长调节剂等作业，为确保

今年小麦增产增收打下坚实

基础。

刘勤利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