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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fter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in Jintan district of Changzhou,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e,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as its main content, and some contents of these plans have already begun to be equ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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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分析常州市金坛区农业生产、乡村建设和配套设施的现状后，提出以基础特色农业、美丽乡村和

配套设施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振兴战略，因地制宜开展特色建设，积极引导“三农”建设，改善农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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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环境，增加农民收入。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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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

农业发展、农村稳定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

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

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1]。 
应对农业发展问题，不仅要着眼于三农本身，而更应注重从“三农”之外即各自对立面采取对策。

农业易相发展理论对于化解“三农”问题的意义在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三个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新型化、功能多元化及人本化；农村城镇化及社区化、均等化、农场化；农民新型非农化、职业化。 
2004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五次聚焦“三农”，意义重大。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三农”问题越来越多，各区域发展不均

衡；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生活节奏的加快，城镇居民到乡村旅游观光已成为一种

重要的休闲放松方式，这也刺激了乡村消费市场空间的进一步发展，并将为乡村振兴的实施带来前所未

有的机遇，同时，这也为农民的就业转型、农业的生产转型、农村的建设转型带来了绝佳的发展机会。 
常州市金坛区地处江苏省南部，为宁、沪、杭三角地带之中枢。东与常州市武进区相连；西界茅山，

与句容市接壤；南濒洮湖，与溧阳、宜兴市依水相望；北与丹阳市、镇江市丹徒区毗邻。全区总面积 975.46
平方公里。金坛区是一个集城镇居民旅游观光、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特点于一体的城市。凭借“两山、

两水、六分田”的地势格局，享有“鱼米之乡”、“江东福地”的美誉，其西部为茅山丘陵地区，中、

北部良田肥沃，南部水产丰富。茅山丘陵地区因东方盐湖城的开发，以及土地复垦和土地整治带来的特

色观光农业，美丽乡村旅游等利好，形成了赏樱花、果园采摘、农家乐等一系列休闲观光旅游农业项目，

发展形势喜人。本文以金坛区为例，从发挥区域农业发展优势和乡村文化特点的角度，从特色农业规划、

美丽乡村规划、配套设施规划等方面，探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路径，统筹谋划乡村振兴发展蓝图。 

2. 特色农业：彰显“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近年来，常州市金坛区的薛埠镇、朱林镇、直溪镇、儒林镇、尧塘街道等在农业发展中各有特色，

如观光农业、水芹种植、有机稻米、大蒜头、红香芋、大闸蟹等水产养殖，以及花木种植等，这些产业

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增收带来了机遇。如何引领全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应谋划以上产业的规模再拓展，

同时根据地理优势等特点，规划出可以引进的其他农业产品经济的投入，形成农业项目招商引资，带动

区域农业经济的大发展，形成具有特点的规模农业经济。为此，农业规划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该规

划要与政府的城乡规划等相关规划多规合一，避免在今后的发展中出现拆迁等现象，造成经济损失和社

会矛盾，切实保障权利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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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规模良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外出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2017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

到 28,652 万人，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达 17,185 万人[2]。由于农村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以及中国农地制度的

约束，农民大量外出后其土地却无法进行相应的流动，从而产生了农村土地低效利用与闲置的问题，从

事农业耕作的人越来越少。 
鉴于此，国土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土地整治力度，改善种植条件和环境，将农村的粮田通过土地流转

等方式转变用途，如转型为花木种植、水产养殖、蓄禽养殖等，使得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成了“收租人”。

金坛区指前镇的“万顷良田”，形成了规模粮食种植经营的农场，农民成了农场主，促进了新型农业主

体的培育，同时，通过规模农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力就业转型，由种地变上班，由卖粮变拿工资，

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2.2. 水产养殖 

金坛区是江南鱼米之乡，水资源丰富，该区域内的儒林镇、指前镇是水产养殖大镇，水产养殖面积

远大于种植面积。金坛区儒林镇辖区面积 61.212 平方公里，截止 2017 年年底，国土资源局和农业局的

统计数据，该镇养殖水面约 38,000 亩，占区域面积的 41.39%；种植面积约 24,000 余亩，占区域面积的

26.14%，儒林镇养殖水面与种植田块分布如图 1。 
虽然养殖面积大，但养殖户过多，多为零散养殖，养殖面积大小不等，缺乏规模效应，大量农民窝

在家里不愿意去企业，形成小农经济，加上养殖户养殖经验参差不齐，据了解，约 70%的养殖户并没有

通过养殖提高收入。为此，要合理规划水产养殖，形成水乡文化，让更多的人进城、进镇、入企就业，

提高整体农民财产收入。 

2.3. 花木种植 

尧塘街道和相邻镇夏溪镇是花木之乡，建在夏溪的苗木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苗木交易市场之一。20 多

年来，其周边镇村农民因花木种植而发家致富不在少数，大量的粮田换装，农民被雇佣来做苗木种植平

均每天可收入 100 至 600 不等。 
据农林局提供的数据，截止 2017 年年底，尧塘街道花木种植面积已近 4 万亩，占总种植面积的 80%，

占辖区总面积的 26.98%，尧塘街道苗木种植分布如图 2，现有 47 个家庭农场和 67 家花木合作社。在 200
多名花木经纪人的带动下，尧塘街道的花木销往全国各地，去年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1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平原地区的土地是优质耕地，因为苗木的种植，特别是大型树种的种植会对耕地造

成一定程度上很难逆转的破坏。这些苗木销售开挖时根系外必须保留一个直径 50~100 厘米的土球，每当

一批被土球包裹的苗木出售后，土地上都会留下大小不一的土坑，时间久了就会变成水塘。因此，花卉

苗木的种植需要合理规划和布局，建立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的基础上，通过这种方式切实加强耕地保护，

保障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性。 

2.4. 果园种植 

当下，人们流行赏花摘果，春季的茅山老区就是赏花的好去处，到了果树挂果时季又成了摘采节，

大批的城镇居民涌向了山里田里。目前，该区域内果树种植品种还不够丰富，因此，建议农林部门结合

区域气候引进和推广适宜品种，丰富当地农业品种，让当地人消费到更为新鲜的水果。从而进一步刺激

农村的消费，带动农村经济收入的提高和农民财产收入的增加，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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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Rulin Town aquaculture water and plantation plots 
图 1. 儒林镇养殖水面与种植田块分布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seedling planting in Yao Tang 
Street 
图 2. 尧塘街道苗木种植分布图 

3. 美丽乡村：打造休闲旅游新农村 

薛埠镇仙姑村位于茅山脚下，山地较多，向西看是茅山，且三面环山，当中有海底水库相映衬，形

成了一个具有特色的小山村，周末和节假日期间，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据史料记载，康有为隐居茅山时常坐驴途经该村去西旸集镇，山中有其老母、弟、妾的墓。2010 年

5 月 4 日政府将该村商周时期的土墩墓群列为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该村的壹号农场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每逢春节，该村的“乡村过大年”活动氛围浓厚，吸引了周

边游客前来旅游消费。2017 年国庆·中秋“双节”黄金周期间，该村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多元化的服务吸

引了许多都市游客的目光，一号农场游客量达到 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596.65%，营业收入达 115 万元，

同比增长 228.57%；同时周边仙姑招待所、仙姑饭店等乡村民宿大受游客青睐，双节期间接待人数达 1800
余人、入住率达 99%；仙估第一家、仙姑老鹅馆、农情苑、风味楼等特色餐馆接待人数达 1800 余人，食

宿营业总收入近 20 万元。该村不仅有地理优势，兼有文化风情，更有科学合理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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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棚村、上阮村、东进村等村落在赏花摘果等旅游开发项目上也发展良好，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美丽

乡村格局。除此之外，金坛区其他区域也都各有特点，如儒林镇的诸葛八卦村、直溪镇的望仙桥、尧塘

街道的谢桥村等，那么如何保留打造出的这些具有特色的美丽乡村？这还需要调研和统筹规划。结合当

前中心村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我们要进一步思考，让更多的记忆和更多的文化得到保留，让美丽

乡村与文化乡村共存。 

4. 配套设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村村通公路、村村通公交，目前都早已实现，便捷的通讯和网上支付也已不再是新闻。但农村的贫、

脏、乱现象还是存在的，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的进程，需要做好相应的配套规划，如针对 263 整治农村

的畜禽养殖，对有污染的养殖场进行整治及关停。 

4.1. 营造发展环境 

要营造发展环境就需要改造环境，其中重要的是人对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思想上根本改变，把存在

的问题找出来并妥善解决。 
畜禽养殖的粪便不处理直接排放会污染环境，但如果卖掉就是有机肥料，就是商品。据统计，全国

每年产生的畜禽粪便总量达到近 40 亿吨，我国有 18 亿亩耕地，这些粪便如果处理得当，将是可贵的有

机肥料，能显著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使土壤耕性变好，渗水能力增强，提高土壤蓄水、保肥、供肥和

抗旱防涝的能力，进而提高产量，这是化肥不能替代的。例如，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就有“畜禽粪污处

理与资源化利用”这个工程，形成了一个产业，既解决了污染问题又创造了财富。为此，我们要积极借

鉴和思考，做好相关农业配套工程，解决影响发展的问题。 

4.2. 提升乡村视野 

加强乡村宣传教育，组织村民代表参观学习，提升村民综合素质，为乡村经济振兴充电。一个区域

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好的环境，也离不开各方的大力支持。首先要从认识上找差距，扶贫帮困要一个一个

来，大家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要从点到局部，再到全部。振兴乡村经济，大家要发扬主人翁精神，讲大

局一盘棋，积极配合、服从管理，整合资源，统筹经营。 

4.3. 盘活乡村资源 

乡村的主要资源为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些资源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缺一不可。近年来，农民也

已经意识到土地资源可以换资产、换保障，意识到土地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一方面，规模种植和特色农

业发展上需要土地统筹，规模农业经济涉及家家户户，关系到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此外，还要做好

利益分配，将矛盾化解在最初，最后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为土地资源统筹规划利用夯实基础，保驾

护航。另一方面，在美丽乡村建设上需要土地统筹，打造美丽乡村需要统筹建设用地，优先盘活存量建

设用地，不足部分再申请农用地的转用，保留土地性质。围绕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

建设用地资源，以修善、改造、增加配套设施为主，要充分突显保留原有村庄风貌，优美的环境和热情

待客的古朴乡村风情。 

5. 结语 

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不仅是一个思路，而更应该是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在振兴乡村发展的

进程中，城乡一体化必然形成城市包围农村的新格局，其要义必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真实体现。目

前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正在全力实施，从点到面的推开，找优势找典型，为我国后续乡村振兴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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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开打好基础，金坛区的实践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富有挑战意义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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