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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厦门作为经济特区，
不仅要用改革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更要通过改革创
造农业农村发展机遇。

会议明确，要加强农房建设管理，健全审批、规划许
可、质量安全、建筑风貌等农村宅基地联审联批机制，完
善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要加快建设市级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要积极推进乡村治理创新，推广“积分制”“清单制”等治
理方式，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
稳定有序。要进一步优化提升常态化驻村和市直单位
挂钩帮扶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工作机制，做到授鱼
又授渔、帮带不替代。

文/本报记者 吴晓菁
通讯员 林永利 徐梦菡

“到2025年，都市现代
农业产业集群产值超过
140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城乡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衡发
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明
显提高。到2027年，都市
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产值突
破1500亿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4.8万元，
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更加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日前召开的市委农村
工作会议锚定了我市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吹响
了今年我市加快构建符合
厦门实际的农业农村现代
化体系的号角。那么，今年
我市“三农”工作的着力点
是什么？本报今日详细解
读。

我市将把文明村镇创建纳入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的整体布局，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推动农村移
风易俗，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持续提升
农民精神面貌。

我市将积极开展绿盈乡村建设，整治提升农村既有
裸房，提升村容村貌和改造房前屋后环境，支持基层立
足农村独有风貌肌理开展微改造、精提升，实现乡村由
表及里、形神兼备地全面提升。

要大力弘扬闽南红色文化、优秀农耕文化等本土文
化，活态传承送王船、宋江阵、农民画等农村地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真正让农村像农村、是农村，努力留住乡
风乡韵乡愁。

厦门经济特区“因台而设”，推动厦台农业农村领域
深度融合，不仅有利于借鉴、引入台湾地区的先进理念
经验，更是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责任所在。

今年，我市要加快推动同安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
园等建设，加大台湾农业“五新”(新品种、新技术、新农
药、新肥料、新机具)示范推广力度，积极申报新设国家级
台湾农民创业园，争创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海
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推广区
和推广基地。

我市将拓宽两岸农产品流通渠道，提升海峡两岸农
产品检验检疫技术厦门中心，巩固两岸农产品贸
易集散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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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市正在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要创新
思路推动科技进农村、促农业、惠农民，切实依靠科技创
新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要重点抓好种业创新工作，加快建设厦门同安闽台
农业融合（种子种苗）产业园，翔安花椰菜育种、蔬菜集约
化育苗等现代种业创新基地，推进水产种业“一园区两基
地”(翔安欧厝都市水产种业园区，同安石浔百利仔虾繁
育基地、厦门都市水产种业产学研服务中心基地)建设，
培育一批种子种苗龙头企业，继续办好厦门种业博览会，
促进种业产业集聚发展，加快形成具有厦门特色的种业
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将打造“厦门农业大脑”平台。
实施“智慧林业”“智慧海洋”工程，建设厦门海洋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现代农业智慧产业园、农业物联网应用基
地，推广设施农业和农业高效节水技术，加快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提高土地出产率、劳动生
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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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厦门农业大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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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村留住乡风乡韵乡愁

我市出台实施意见

推动“三农”工作
落细落实

我市近日印发2023年市委一号文件《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强调各责任单位要聚焦目标任
务，落实落细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共同推动农业农
村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实施意见》明确，做好2023年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市“三农”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及省委农
村工作会议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
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强化规划引领、产业融合、改革创新，以农业高质
量、农村高颜值、农民高素质为导向，扎实推进乡村
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走好具有厦门特色的农业农
村现代化之路，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厦门力量。

聚焦1：粮食生产
《实施意见》强调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
任制考核，执行《厦门经济特区粮食安全保障规
定》。稳定粮食生产，多渠道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确
保粮食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全市粮食产量保持在
2.52万吨以上。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落实
籼稻谷定向托底收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
农民一次性补贴等政策。加大水稻种植、水稻生产
全程机械化社会服务和水稻保险财政扶持力度，进
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发展粮食生产单环节、
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服务，做好化肥等农资生产储
备调运，提高种粮综合效益。深挖大豆油料扩种潜
力，将大豆、油料的面积、产量列入种植结构和布局
调整任务，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

聚焦2：高标准农田
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重点农业生产区域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合
理安排建设内容，提高建设标准，重点解决项目区急
需的农田灌排设施老旧问题，力争建设高标准农田1
万亩。实施地力提升工程，开展土壤酸化治理，推广
绿肥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增施有机肥等。

聚焦3：种业振兴
《实施意见》指出，我市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全面完成农作
物、水产、林木种质资源普查，建设农业生物种质资
源库。开展农作物新品种育种攻关、良种繁育与产
业化开发，选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加强花卉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提升花卉研发和
育种创新能力，加强三角梅、蝴蝶兰等重点花卉种苗
行业品牌建设。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企业承担种业科技项目并形成自主
知识产权。

聚焦4：对口协作
我市将深化对口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落实援

宁财政帮扶资金，推进产业深度合作，拓宽劳务协作
渠道，加大人才支持力度，实施消费帮扶行动，广泛
发动社会组织参与，提升闽宁乡村振兴样板村建设
水平，强化闽宁产业园招商引资，打造闽宁协作“升
级版”。此外，我市将扎实做好援藏援疆工作，持续
做好省内对口协作工作。

聚焦5：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实施意见》指出，推动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必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我市将加
快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支持农产品
加工企业技术改造、智能升级。

我市将改造提升产地、集散地、销地批发市场，
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
工程，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改造提升基层供销
社，开展市级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社星级服务网点建
设工作，加强镇(街)惠农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持续拓
宽服务范围。

此外，我市将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乡
村餐饮购物、文化休闲、养老托幼、信息中介等生活
服务，支持探索乡村研学科普、农耕体验等乡村新业
态。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实施乡村休
闲旅游精品工程。引进发展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创建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村、省级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和金
牌旅游村，争取培育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关键要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更多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
农民。

今年我市将加大现代农业招商力度，强化现代农业
龙头企业的引育工作，支持预制菜等新兴产业发展，促
进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发展，通过全产业链拓展增值
增效空间，力争今年都市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1240亿元。

要突出城郊农业功能定位，围绕服务城市发展农村
经济，探索乡村研学科普、农耕体验等乡村新业态，实施
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培育更多美丽休闲乡村。

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创建一批省、市、区
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目前，我市147个行政村中仍
有 60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在 50万元以下，占比达
41%。要注重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坚持可持续发展，高

质量建设一批集体经济发展项目，今年再增加
30个集体经济年收入超50万元

的行政村。

基础设施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会议指出，要坚持全市统一规划、城乡功能互补，策划和
实施一批重大交通、水利、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在解决
农村问题的同时拓展城市空间、提升整体功能。

我市将积极开展镇（街）村联编和驻村规划师工作
试点，推动规划、建设、管理、执法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提升打造一批乡村振兴精
品村；加快实施一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提升项目，让农
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基础建设
关键词❹

提升打造一批乡村振兴精品村

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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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明确树立
“大食物观”

“要坚决扛起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重大责任。”会议指出，要强化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
我市扶持粮食生产六条措施，建设10000亩高标准农
田，推进翔安粮库三期工程项目，确保完成6.15万亩粮
食播种面积、2.52万吨粮食产量任务。要强化生猪产能
调控，抓好“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稳价，建设叶菜基地
8000亩、现代化温室大棚1000亩，保障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

“大食物观”这一名词首次出现。会议明确，要树立
“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

物来源。此外，我市将加强农资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建设，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强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支持优质农
产品申报名牌产品。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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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产值力争达到1240亿元

我市历来重视农业农村领域的资金保障，去年
市财政涉农资金投入 23.8 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7.4%。今年我市将加大涉农资金投入，完善投入机制。

在涉农资金投入上，我市将继续把农业农村作为优
先保障领域，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乡村振兴比
例，加大“真金白银”投入力度。更重要的是，要把农业
农村领域纳入系统集成式财政管理改革，完善资金整合
机制，推进“大专项+竞争性分配”管理，提高涉农资金
使用效益。

农业农村现代化，光靠财政投入远远不够。今年我
市将运用“财政+金融”工具，放大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设立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推动

现代农业农村与现代金融有效结合，促
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
农业农村发展。

资金
关键词❷

继续加大
“真金白银”投入力度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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