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都市
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去年实现
销售收入达1100亿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13455
元提高到2021年的29894元，总量
年年保持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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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图为
同安白交祠村。（通讯员 夏海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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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厦门希望的田野不断传来

丰收的喜讯：一片片现代化农田里绿意盎
然，厦门本地特色品种大蒜、芋头、西红柿
等长势良好，“菜篮子”更加丰盛；现代农
业项目高质高效推进，成为“吸金”的新引
擎；美丽乡村有颜值，更有“气质”，成为市

民放松休闲的好去处，村民的钱袋子也鼓了。
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党的

十八大以来，厦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加快
美丽乡村建设，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完善农
村公共服务，创新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显著进
步。

●厦门11村上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海沧区东孚街道洪塘村、海沧区海沧街道青礁村、
海沧区东孚街道过坂社区、同安区汀溪镇顶村村、同安
区莲花镇军营村、同安区莲花镇白交祠村、同安区五显
镇三秀山村、同安区汀溪镇古坑村、翔安区大嶝街道小
嶝社区、翔安区新圩镇金柄村、翔安区新圩镇马塘村

●厦门10村上榜福建省美丽休闲乡村

集美区灌口镇田头村、集美区灌口镇双岭村、同安
区莲花镇莲花村、同安区新民街道溪林村、同安区汀溪
镇隘头村、同安区莲花镇后埔村、翔安区内厝镇莲塘村、
翔安区内厝镇锄山村、翔安区新圩镇面前埔村、翔安区
新圩镇马塘村

●全市共有55家农业龙头企业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农业龙头企业55家，龙头企业实现
产值980亿元，有3家企业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00强，占全省25%。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1家。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
景下，我市农业从传统耕作模式向现
代农业转变，在广袤的田野上，现代
农业项目多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过去十年，是厦门农业发展最快的时
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农业发展
空间日益缩小，我市确立了“两头在厦、中
间在外”的现代农业思路，农业结构逐步
优化，农业发展实现由粗放生产向集约化
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性跨越。

“翔安胡萝卜”“同安紫长茄”“军营
红番茄”……一批特色蔬菜品牌从厦门走向
全国，乃至全球，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
翔安成了全国最大的冬春季保鲜胡萝卜出
口基地，年出口量占厦门市蔬菜出口量的
50%以上。火龙果、莲雾、杨桃、芭乐等台湾
特色水果在厦门“安家”，成为见证厦门特色
农业发展的亮丽名片。

“厦门种苗”魅力与日俱增，每年2.5亿多
株蔬菜嫁接苗，卖到贵州、云南、广西、湖北、
广东、江西、浙江等7个省份。如今，厦门已
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最大的蔬菜工厂化育苗
基地。全市持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种子企业有36家，占全省25%，数量位居
全省前列。近三年全市年平均种子种苗营销
额约4.5亿元，位居全省首位。

今年夏天，我市粮食生产交出一张漂亮

的成绩单。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对全市种植
大户的产量调查显示，今年我市早稻产量平
均每亩可达400多公斤，在雨水较多的不利
气候条件下，这样的收获实属不易。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作为粮食主销区，
今年厦门粮食生产呈现喜人局面，得益于厦
门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寻找新途径、挖掘
新潜能、培育新优势，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
粮为民本。今年8月，市政府已将《厦门经济
特区粮食安全保障规定（草案）》提交市人大
常委会审议，粮食安全保障立法呼之欲出，厦
门人为端稳自己的“饭碗”再加码。

一家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推动
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一把把“金钥匙”；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都市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去
年实现销售收入达到1100亿元……这十
年，厦门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开启了城
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推动现代农业建
设，农业走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高速
发展的现代农业也为农民增收按下了“加速
键”。据统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
年的13455元提高到2021年的29894元，
总量年年保持全省第一。

沃野阡陌，乡村巨变。过去十年，是厦
门农村变化最大的时期。我市积极实施项
目带动战略，推进基础设施城乡衔接、城乡
共建、城乡联网、城乡共享，农村环境大幅改
观，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新建、改造一批农村公厕，不断完善公厕
管养长效机制；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源头
减量、资源化利用，海沧区东孚街道、同安区
祥平街道、翔安区新圩镇被列入省示范片区
创建项目；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
工作，有关做法在全省推广；结合铁路沿线环
境综合整治和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推进既
有农房整治；推进乡村绿化美化行动，建设生
态景观林……随着一项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程的不断推进，厦门的乡村逐渐换了新颜。

“山更好、水更清、林更优、田更洁、天更
蓝、海更净、业更新、村更美”——围绕“绿盈乡

村”创建目标，我市持续发力，梯次推进“绿盈
乡村”初级版、中级版和高级版建设，不断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一批“绿盈乡村”脱颖而出。

有山有水有田园，一个个乡村各美其
美，突出乡村风貌，尽显田园风光，唤醒乡愁
记忆。十年来，厦门美丽宜居乡村不断涌
现。就在近日，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发布
《2022年福建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和福建省
美丽休闲乡村公示名单》，厦门有3个美丽
休闲乡村上榜。至此，厦门已经有11个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10个省级美丽休闲乡村。

美丽乡村催生“美丽经济”。从2020年
开始，我市在全省率先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动
线，18条乡村振兴动线涉及63个村，全长
186公里，在重点提升村庄沿线农房整治及
村容村貌的同时，产业、生态、旅游等多方面
也得到协同发展。

农业发展加速度 驶上提质增效快车道

村容村貌换新颜 美丽乡村入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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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市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894元，同比增长12.3%，
是2012年的2.22倍（2012年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55
元），总量年年保持全省

第一，增幅位居全
省前列。2

我市城镇居民
与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从2012年
的2.79∶1缩小到2021

年的2.25∶1。3
全市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62.01亿元，是
2012年的1.5倍（2012年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1.29亿元），十年来年

均增长5.02%。4
厦门粮食生产考

核连续多年被评为
优秀。2018、2020 年度
全国“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考核中，我市均

获评“优秀”。5 我 市 持 续 开 展
化肥农药零增长减量

化，2021 年全市化肥使
用量1.05万吨、农药使用
量 309.15 吨 ，分 别 比
2012 年减少 86.5%、

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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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翔安后田农场，村民在收割胡萝卜。

翔安大宅社区的1000多亩火龙果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王火炎 摄）

▶在同安区
汀溪镇褒美
村，农民驾
驶联合收割
机 收 割 水
稻。

我市鼓励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我市鼓励现代设施农业建设，，图图
为海沧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内利用为海沧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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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市
都市现代农业产业

集群实现营收 1100
亿元，是全市第九条
突破千亿元的产

业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