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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川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着力点。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必 由 之 路 。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安徽时强调，要坚决扛稳粮
食安全责任，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三产融
合发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阜南县地处黄淮平
原粮食主产区，耕地面积164
万亩，粮食种植面积常年稳定
在240万亩以上，农村常住人
口 83.7 万、占全县常住人口
71%，是典型的人口大县、农
业大县。近年来，阜南县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及安徽工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
农村现代化实现路径，加快建
设农业强县，努力为建设现代
化农业强国贡献力量。

探索农业发展新思路
构建现代农业新格局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
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
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
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
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农业农村发展，必须摆脱传统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寻找符合
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农业发展
思路。2021年 12月，阜南县
获批全国首批国家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创建县，紧紧围绕农
业设施化、园区化、融合化、绿
色化、数字化等“五化”创建，
阜南县深度推进产业结构优
化、提升装备水平、促进产业
融合，探索黄淮平原粮食主产
区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子，确立
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思路。
2024年1月，在国家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创建中期评审中，阜
南县获评“好”的等次。

推进设施化建设强装备。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
覆盖，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45.73万亩，耕地灌溉面积达
95%，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加速现代化农机推广
应 用 ，全 县 农 机 总 动 力 达
105.2 万千瓦，主要农作物综
合机械化率达95.18%，成功创
建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示范县。

推进园区化建设强载体。

建设皖西北（阜南）粮食和绿
色食品产业园、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累计建设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个、省级
农业科技产业园1个、市级现
代农业示范区 4个，“一特一
园、多园成群”的发展格局初
步形成。

推进融合化建设强链条。
以“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
头工尾”为抓手，引进中裕食
品、大窑饮品、光明乳业等生
产加工企业，推进农业全产业
链建设。实施“互联网+”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农产品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工程，着力打造
集存储、加工、运输、销售等功
能为一体的农产品全产业链。

推进绿色化发展强品质。
在国内首创县域农业有机废
弃物全利用、县域利用全覆
盖、复合利用全循环的“三全模
式”，实现农业废弃物从“生态
包袱”变为“生态财富”。全县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到
98.6%、94.4%，位居全国前列。
推广绿色生产方式，全县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认证95个，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5个。

推进数字化建设强科技。
搭建农田基础数据，开发农田
信息管理、土壤墒情、病虫情
监测等12个应用子系统，建成
智慧园区1个、数字农业工厂
2个，打造数字农场、智慧牧
场、数字渔场等应用场景 17
个，建设大数据运营中心和

“阜南农业大脑”“示范区数据
一张图”，实现农业生产数字
化赋能。

探索农业科技新突破
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
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
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核心要素。培育新质生
产力，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必须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
引领作用，以农业科技创新突
破，驱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近年来，阜南县围绕粮
食、蔬菜、畜牧水产等特色产
业，积极搭平台、育人才、引技
术，努力在农业科技进步上寻
求突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培
育新动能。

积极搭建科研合作平台。
种子是农业“芯片”，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为推进
种业振兴、提升农业科技创新
实力，阜南县与安徽省农科
院、安徽省农垦集团、安徽农
业大学、国家淡水中心研究院
等科研院所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聚焦种业科技发展，在品
种选育、良种繁育等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近年来，阜南县已
累计培育小麦、油菜、花生等
农作物新品种6个。此外，阜
南县还与江南大学、湖南农业
大学、天津市农科院等围绕绿
色食品产业共建各类技术创
新研发中心，全面提升农业科
技创新实力。

大力培育农业创新人才。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
在人才。随着农业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培养跨行
业、跨领域、跨业态的复合型
创新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2016年以来，阜南县实施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累计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4300余人。实
施乡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头
雁”计划，年培育乡村产业带
头人30名以上。围绕培育和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阜南县
将持续加大农业创新人才培
养力度，促进人才规模、质量
和结构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相适应相协调。

大力推进农业“四新”成
果转化。健全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体系，以“科研+基地+农
户+企业”等科技成果转化模
式，打通科技进村入户的堵点
卡点，使更多的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农民实
际收益。2023年，阜南县选派
各级科技特派员323名，实现
全县行政村“一对一”服务全
覆盖；对接高校院所组建科技
特派团，组建省级科技特派团
3个、市级科技特派团1个、县
级复合特派团2个，建立省级
企业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2家。2023年转化农
业科技成果641项次，服务企
业 477个，技术培训 5.8 万余
人次，促进农户及企业增收
8500余万元。

探索农业生产新模式
实现生产效率新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
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
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
产力推动农村农业发展，更需
要通过改革打通农业生产的
堵点卡点，形成适应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农业生产体系，优化
提升生产效能。近年来，阜南
县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生产
经营，勇于创新、敢为人先，逐
步探索形成了农业生产模式
变革的“阜南经验”。

打造优质粮食工程“阜南
样板”。2018年以来，阜南县
立足产粮大县实际，推动实施

粮食“优产、优购、优储、优加、
优销”五优联动，按照优质小
麦示范种植、规模化种植、就
地加工转化“三步走”战略，逐
步形成了优质粮食工程“阜南
样板”。通过优质粮食工程的
实施，全县小麦品种从100多
个优化到如今的6个，建立品
牌小麦基地65万亩，实现了小
麦优产优质优价。优质粮食
工程“阜南样板”向全国推广，

“全国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经
验交流会”在阜南召开。

推广农业生产服务“大托
管”。为破解效率低下的小农
户分散经营难题，阜南县大力
发展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
务体系，将现代要素导入小农
户，实现小农户与新质生产力
有机衔接。2022年，阜南县被
确定为全省农业生产“大托
管”示范县，两年累计完成农
业社会化服务托管面积165.2
万亩，其中，全程化托管服务
面积达90余万亩。逐步形成
统一供应农资、统一供种、统
一播种、统一机械服务、统一
技术服务、统一收购销售和服
务专业化、标准化、机械化的
托管服务模式。通过农业生
产服务托管，每亩每季可实现
节支增收200元，全县土地适
度规模经营比例上升到65%。

探索实施农村土地综合
整治。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
展，农业生产用地需求矛盾愈
发突出，推进农业集约化、高
效化生产，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
要求。2022年，阜南县探索实
施土地综合整治改革项目，通
过集中连片推进土地平整和
农田水利、田间道路、林网等
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同时引导农户加入合作
社或农业联合体，通过流转、
入股等方式托管土地，获得土
地流转、务工报酬、股份分红
等多种收益，提高农业生产能
力，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在田集镇赵老村通过土地综
合整治整村推进，将全村原来
的2170块零散田块调整为86
块，通过减少界沟、荒坡、废
路，增加耕地 150亩，增加率
达6.1%。土地综合整治之后，
由于产量产值增加，土地租金
涨到了每亩 1000元，较之前
亩均增加 300—500 元，促进
了农田增量、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探索农业发展新业态
激活产业升级新引擎

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深入

贯彻协调发展理念，注重产业
内外、城乡之间多层次协同发
展，通过多种新业态叠加，推
动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
合，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激发农业产业活力。

秉持链式思维，推动农业
产业化集群发展。农业产业
集群发展是转变农业生产方
式、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统筹
城乡发展重要手段。近年来，
阜南县聚焦实施绿色食品产
业“双千亿元”计划，按照“一
链十群一基地、十大行动强支
撑”思路，围绕绿色食品产业
链，聚焦以粮食、蔬菜、肉牛等
产业为重点，大力开展产业链
招商引资，建设农产品加工集
聚区，着力打造以粮食产业集
群、蔬果产业集群、肉牛产业
集群、柳木文化产业集群为重
点的农业产业集群，统筹“推
农向食”“推农向健”，加快产
品模式向产城模式转变、“百
亿粮仓”向“千亿厨房”转变。
2023年全县农产品加工产值
突 破 3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06%。

借势电商力量，拓宽农产
品消费新场景。阜南县高度
重视农村电商发展，通过培育

“电商+”模式畅通农产品“出
村进城”渠道，将其作为经济
增长、传统产业转型、县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充分利
用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
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整
合 5家快递企业。全力推进

“快递电商”协同示范工作，助
推农村物流快递配送体系提
质增效，培育“电商企业+基
地+合作社+贫困户”“你种我
销、你养我卖”典型案例6例。
2023年，全县农村电商销售额
达15亿元，连续两年获评省级
农村电商示范县。

实施“千万工程”，促进农
文旅融合发展。农文旅的融
合是农业产业跨越传统产业
边界，与文化旅游产业相互改
变产业链的过程，是推动现代
农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近
年来，阜南县认真落实“千村
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累计建
设和美乡村省级中心村 253
个，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5个，着力打造具有徽风皖韵、
淮河田园风情的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构建集田园生态观
光、红色文化教育、乡村旅游
休闲于一体的多元化旅游产
品体系，通过“农业+文化+旅
游”的深度融合，激活乡村经
济，2023年度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接待265万人次，休闲农
业综合营业收入达6.32亿元。
（作者系中共阜南县委书记）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向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向““新新””而行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