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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打造岭南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
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核心增长极

产业兴
则农村兴。广东近日
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
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动员大
会，强调在做好“土特产”文章中，构建起体
现广东“三农”特色、展现广东比较优势的现代
乡村产业体系。

于广东而言，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为抓手，加快把县镇村发展起来，为破解城乡区域发展
不平衡难题带来了更清晰的“解题思路”。当中的关键一
招，就是把准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着力抓好县域
经济，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县域省级以上产业园
区提质增效，打造县域经济主引擎。

在此之前，广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现代农业产
业园为抓手，打造的岭南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作了很多探索。

目前，全省已建设的18个国家级、288个省级、73个市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在丝苗米、荔枝、菠萝、柚子、蔬菜、畜禽、水产等岭南特色主导产
业实现了全覆盖，初步实现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目标，推动乡村
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主导产业逐步成为富
民兴村强县的产业，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守住“米袋子”、丰富“菜篮子”、
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动产业振兴和带动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支撑作用。

一组数据极具说服力：广东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18年突破6000亿
元、2019年突破7000亿元、2021年达到8305.84亿元，在全国排位从2017
年第六位跃升到2021年第四位。2022年(全年预计)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8890.56 亿元，同比增长 5.4%；第一产业增加值 5340.36 亿元，同比增长
5.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98元，同比增长5.8%，快于城镇居民2.1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下降至2.41：1。各项指标一枝独秀，这些来之不易的
成绩背后，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功不可没。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

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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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产品供给等与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相结合，建设多个粮食、生
猪、禽蛋、水产、蔬菜、水果、油茶
等产业园，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
系，建设了微生物、竹笋、深海网
箱等产业园，实现了向森林要食
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
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
要热量、要蛋白。在疫情防控的
大战大考中，广东重要农产品供
给保障能力经受住了考验。

特别是在粮食方面，广东大
手笔投入 20.5 亿元省财政资
金，撬动地方财政和企业自
筹资金58亿元，创建了40
个粮食产业园，产业园内
丝苗米种植面积达到

592万亩。近几年全省粮食连获
丰收，2022 年广东粮食产量达
1291.5 万吨，为近十年来最高水
平，生猪稳产保供目标完成，农
产品供给稳定有序，产业园均在
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千方百计稳定发展粮食
生产的同时，广东大力促进粮食
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做大做强
广东特色丝苗米产业。其中，近
年来广东重点支持建设的一批丝
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正成为推
动广东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
领力量，带头用好的品种、好的
技术，种出新时期的“广东粮”。

梅州就是丝苗米优势产区
之一，广东农业部门在这里一口

气布局了 4 个丝苗米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梅州市丝苗米产业
园（位于梅江区西阳镇）、蕉岭县
丝苗米产业园、兴宁市丝苗米产
业园、五华县丝苗米产业园。

在种粮大县兴宁，兴宁市丝
苗米产业园2021年全年丝苗米
种植面积达 20.76 万亩，年产量
9.55 万吨，水稻平均单产达到
465 公斤，显著高于全省亩产
384公斤的平均水平。近年来，
产业园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先后引进了“19香”“象牙香占”

“美香粘 2号”“华航 48”等一批
可与泰国茉莉香米相媲美的优
质品种进行试验示范，通过示范
推广优质新品种、栽培新技术，

实施良种良法配套，水稻品质明
显提高，所生产的优质大米供不
应求，深受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
青睐。

在蕉岭县丝苗米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去年产业园的冬种
粮食面积已超6000亩。20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蕉岭县曾
发展过冬小麦种植，但由于效益
不高、生产周期较长，群众种植
热情不高，逐步退出了这一产
业。如今产业园的建成带来了先
进的种植技术，通过机收再生稻
技术，产业园引进适合南方种植
的小麦新品种，大大提高了耕作
效率和效益，能够实现一年“三
作三收”。

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
题，一直是全省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软肋”。省委决定在全省
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并将推动县域高质量
发展作为“百千万工程”的重
点，这是广东再度加码破解城
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如何破题？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产业园以平台构建、功能
完善、政策落实为抓手，形成了
多主体参与、多要素发力、多业
态打造、多模式推进、多利益链
接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打造三产
融合“主阵地”，是县域经济发展
的核心增长极。能够助力构建
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体系，解决区
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
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

关系。企业发展产业，增加了当
地税收，产业园吸引了大量人
气，推动乡村经济火热。

在英德市连樟村利用现代
农业产业园，当地着力发展一
二三产业融合项目，形成了集
农产品销售与观光体验于一体
的新模式，拓宽了增收渠道。

茂名市利用荔枝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在完善冷链仓储、
电商服务中心和荔枝加工车间
的同时，把园区建成景区，打造
了中国荔枝博览馆、国家荔枝
种植资源圃、古荔贡园等，高州
市根子镇元坝村位于产业园核
心区，2022 年与古荔贡园、中
国荔枝博览馆等景点一起入选
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年接
待游客超过 150 万人次，目前
元坝村荔枝产业年产值 2.5 亿
元，2022年村集体收入达到63
万元，人均收入5.9万元。

县域崛起，最直观的体现是农
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数据显示，
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连续十年
超过城镇居民。通过发展多种形式
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
争力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现代农业
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

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契
机，广东创新紧密型联农带农机
制，明确不少于 15%的省级财政
资金以“折股量化”形式带动农
户，省财政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企
业改善农业生产流通条件、发展
农产品加工、打造区域公用品牌、
土地流转、提升科技和信息化水
平等，推广种养殖农业保险，构建
多种农户分享全产业链利益保障
机制，带动小农户参与农业产业
园建设，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截至2021年年底，产业园共

吸引返乡创业人员 5.02 万人，吸
纳农民就业74.01万人，辐射带动
农户109万户。园内农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2.69 万元，比建设
前增长27.48%。

在英德市红茶国家现代产业
园，茶产业是当地农业农村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涉茶从业人员15万
人。近年来，英德市依托地域传统
特色，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等资源
优势，引入现代要素，大力创建弘
扬茶文化、做强茶产业、提升茶科
技，有效带动了当地茶产业提档升
级，把地方小品种做成了带动农民
增收的大产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成效。目前，园区产业园
茶园面积达到13万亩，2022年产
业园总产值达到 51.2 亿元，其中
主导产业总产值35.85亿元，占产
业园总产值的70.02%，带动农户
3.035万户，园内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2.86万元。

这个春天，广东百县千镇万
村迈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在《2023年广东省政府工作
报告》中，也强调了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当
中包括“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动
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建设现代
农业产业园，发展壮大丝苗米、岭
南蔬果、南药、茶叶、花卉苗木等
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更多‘粤字
号’品牌和地理标志产品。”

近年来，“粤字号”优势农
产品不断出圈，广东丝苗米、广
东荔枝、梅州柚、徐闻菠萝、英
德红茶、新会陈皮、翁源兰花等
一批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名声响
亮。自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以
来，广东着力打造一批“粤字
号”农业知名品牌。

目前，新会陈皮区域公用

品牌以 983.75 的品牌影响力指
数超越五常大米、长白山人参、
普洱茶等国内知名农业品牌，
问鼎“2022 中国区域农业产业
品牌影响力指数TOP100”。

茂 名 荔 枝区域公用品牌
2021和2022年连续荣获“中国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市场竞争力
新锐品牌”称号，在品牌带动下，
2022年茂名荔枝鲜果销售收入达
80.7亿元，同比增长13.34%；平均
售价7.43元/斤，较 2021年均价
6.02元/斤增长23.36%。

徐闻菠萝也在原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愚公楼菠萝”的基础
上，培育出“徐闻菠萝”“全国50
名优邮政农品”“红土金菠”等
知名品牌，绿色、有机、地理标
志农产品认证比例达 100%。
随着农产品出圈的还有当地的
景观带，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

“菠萝的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游客前来打卡。
还有做足“美丽经济”的韶

关翁源县兰花产业园，2022 年
被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产业园生产的兰花在参加
历届全国兰博会上获得了特金
奖 28 个，金、银、铜等奖项 326
个。2022 年，全县网络销售兰
花总额突破7亿元。

农业品牌一头连着农业、
农村和农民，一头连着工业、城
市和市民，沟通城乡，引领发
展，是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
的重要战略举措。目前，全省
产业园区已创建农业品牌6373
个，比入园前新增1310个，通过
推进品牌强农，催生新业态、发
展新模式、拓展新领域、创造新
需求，品牌强农极大促进了乡
村产业兴旺，加快了农业转型
升级步伐，实现了以品牌带动
产业升级、农民致富。

稳产保供，产业园种出新时期的“广东粮”

强链延链，一块陈皮身价190亿元

联动带农，农民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品牌强农，“粤字号”农产品掀起品牌旋风三产融合，茂名产业园把园区建成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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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暨全

面推进“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动员大会，强调要着

力建设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抓产业
能级提升，抓增收致富，在做好

“土特产”文章中，构建起体现广
东“三农”特色、展现广东比较优
势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如何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朝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具体“抓什么”？会议给出了清晰
的“解题思路”，当中的关键一招，
就是把准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重
点任务，着力抓好县域经济，大力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县
域省级以上产业园区提质增效，
打造县域经济主引擎。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了解到，广东省现代农
业产业园一直坚持做好“土特
产”文章，立足特色资源，实现了
全省岭南特色产业全覆盖。

在产业园的建设中，明确产
业园省级财政资金重点用于补
齐加工及流通短板，6%省级财
政资金用于数字农业，鼓励发展
休闲农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把现代生产要素引入乡村，
建乡村产业聚集发展重大平台，
把更多就业岗位留给农民。同
时坚持生产流通两手抓，建立农
产品“12221”市场体系，以生产
促进流通，以流通拉动生产，近
三年来省财政安排5亿元专项资
金开展品牌宣传，农产品品牌价
值提升，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特
色农业“小切口”推动现代农业
实现“大变化”。

数据显示：目前，全省现代
农业产业园主导产业总产值达
3595亿元，二三产业产值超过一
半。数字农业、智慧乡村等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传统
农业快速向数字农业转型。

单是在新会陈皮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通过延长产业链、

数字化赋能等方式不断拉动增
长，新会柑皮、肉、渣、汁、核逐步
得到开发利用，使陈皮成了当地
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2022年，
新会陈皮位居“2022中国区域农
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TOP”首
位。2022 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
产值达190亿元。

一块陈皮身价190亿元已经
令人咋舌，产业园通过三产融
合，还将一个柑的价值发挥到了
极致。目前，当地建成了“大基
地+大加工+大科技+大融合+大
服务”特色产业园，加快新会陈皮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药、
食、茶、健和文旅、金融等6大业
态，实现由单一产业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形成了生态、绿色、
健康、富民的大产业新格局。

文/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董鹏程

通讯员 魏变胜 赵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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