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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久锋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对缺乏平原支撑
的山地贵州来说，坡度 6 度以下的平坝地区更是稀
缺的农业资源。据去年摸底调查，全省连片 500 亩
以上的坝区共有 1725 片，除云岩区和雷山县以外，
每个县都有，多的几十片，少的三五片，共涉及 854
个乡镇 4700 个村。1725 个坝区总面积 488.6 万亩，
仅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7.2%，平均每个坝区耕地面积
2832亩。

这些坝区具有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农业生产条件
良好；生产配套设施基本齐备，保障能力相对较高；新
型经营主体力量较强，土地流转广泛推进，农业规模
化、标准化、集约化和服务社会化显现雏形等特点。

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在充分调研论证后，决定
把加快推进500亩以上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
贵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农村经济和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重大政策措施。

一年多来，围绕农村产业革命“八要素”要求，贵
州各地坝区在建设中大力推广“一田多用”模式，发
展稻田综合种养，稻旱轮作，稻+农事劳作体验、休
闲旅游观光、农耕文化传承等，努力提升坝区土地利
用效益。

理念引领：
坝区将建设成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战场，农村产业升级的主要载体，农民脱
贫增收的重要渠道。

自 2018年 2月份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在省委农
村工作会议提出“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
革命”以来，特别是 2018年 6月份提出推进坝区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以来，全省对农村产业革命、对坝区结
构调整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全省上下深刻认同、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

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确保坝区工作抓
出成效，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对坝区在农村产业革命中
的定位是这样认识的。

坝区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战场。坝区是贵州
农业最宝贵的资源，是挖掘农业生产潜力的关键所
在。推进贵州农村产业革命，必须抓住坝区这个主战
场、主阵地，持续改善基础设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壮大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即，坝区搭台、产业唱
戏，12个重点产业中蔬菜、辣椒、食用菌、草本中药材
等主要布局在坝区。同时，坝区还要继续巩固优质粮
油烟基地，保障水稻口粮基本供给。

坝区是农村产业升级的主要载体。贵州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离不开坝区这个“发动
机”“增长极”。要推进坝区农业规模化、标准化、
集约化，引领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引导各
种资源要素集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发挥农业多种功能，全面提升贵州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和效益。比如，去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
增加值、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主营业务收入均增长
11%；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达到 464 个，实现年产值
2420亿元。

坝区是农民脱贫增收的重要渠道。促进农民增
收是“三农”工作的核心目标。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的背景下，通过坝区产业结构调整，让新型经营
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可以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拓宽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
产性收入，确保农民脱贫和增收。坝区农民收入比全
省农民收入至少高30%。即使不在坝区的贫困农户，
也可以通过异地入股等形式，参与到坝区产业结构调
整当中来，分享坝区发展的红利。

机制保障：
领导小组加专班制，建设坝区大数

据信息平台，定期调度确保坝区工作有
序开展。

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坝区结构调整，省委农
村工作会议和省《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都对坝
区工作做出部署，总体思路是，以 500亩以上坝区为
重点，以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为方
向，发展“专精特优”农产品，打造贵州农业现代化的

“样板田、科技田、效益田”。
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成立省 500亩以上

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领导小组，省委常委、省
委秘书长刘捷同志任组长，省政府吴强副省长任副组
长，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办公室设在
省农业农村厅。市、县也成立了相应机构。省农业农

村厅组建工作专班，下设 6个工作小组，负责坝区日
常工作。

建立工作定期调度机制。省领导小组制定了
《500亩以上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定期调度制度》，
定期召开会议，对各地、各单位坝区工作推进情况进
行调度和督促，3月份以来已召开五次调度会议，完成
对所有市（州）和贵安新区坝区工作的集中研判，推动
了工作落实。

建设了坝区大数据信息平台。完成坝区大数据
平台搭建。省大数据局已牵头完成坝区农业结构调
整大数据平台搭建，目标是实现坝区种植情况、社会
经济情况等数据的集聚，完成地理信息、气象、土壤等
数据的整合，形成坝区“户籍档案”，为坝区结构调整
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设计完成坝区大数据平台的
移动端APP。

政策扶持：
党委政府高位推动，各项奖补政策

落实到位，坝区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好
机遇。

坝区是贵州农业最为宝贵的资源，是挖掘农业生
产潜力的关键所在。坝区结构调整的成败关系着贵
州农业的未来发展。为此，贵州省各级农业部门找准
关键环节，为坝区发展“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在中央1号文件、脱
贫攻坚春季攻势行动令等文件中都作出了部署，省政
府办公厅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推进
500亩以上坝区农业产业发展的意见》《贵州省500亩
以上坝区种植土地保护办法》等文件。坝区领导小组
印发了《2019年全省坝区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实施方
案》《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定期调度制度》等文件。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出台了《贵州省500亩以上坝区农
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技术指南》《关于开展2019年全
省样板坝区和达标坝区创建申报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省财政厅牵头出台了《贵州省500亩以上坝区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奖补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出台了《贵州省 2019年政策
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省自然资源厅等省直各
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

《关于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推进500亩以上坝区农
业产业发展的意见》（黔府办发〔2019〕4号），文件主要
精神是通过财政奖补的形式，支持在坝区进行规模生
产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
社），推进坝区农业产业快速发展。

产值奖补。把产值作为坝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
要抓手，按年平均亩产值 8000 元、1.2 万元和 2 万元
分档，分别补助每亩 1000元、1200元和 1400元，补助
资金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加工设施的建设和技术培
训等。

基础设施建设奖补。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灌
排工程、田间道路、土地平整和农田输配电等，每亩补
助资金按新建不超过 3000元、提升改造不超过 2000
元的标准执行。此外，还将在政策性保险、农业生产
用电价格、农产品“绿色通道”、冷链设施用地等方面
落实优惠政策，对新型经营主体给予积极支持。

利益联结，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生产经
营模式中得到充分体现。贵州以“三变”改革为统揽，
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生产经营模式，进一
步明确企业、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在产业链、利益
链中的份额，帮助贫困户稳定获得订单生产、劳动力
务工、入股分红等收益，实现贫困群众持续增收。农
村“三变”改革实现全省乡镇全覆盖，实现农民变股东
496.75万人、人均增收481元，其中贫困人口125.16万
人、人均增收828元。

基层党建，是坝区实现产业升级发展的坚实保
障。基层组织强不强，事关产业革命成败，事关农村
改革发展根基。实践证明，一个地方的基层组织强，
则发展好，百姓富。在贵州实施500亩以上坝区产业
结构调整进程中，各地乡村干部、驻村干部密切配合，
各展所长，夯实基层战斗堡垒，推动产业发展的每一
项工作都落细落小落实，让贫困户、村集体、龙头企业
凝结成战斗力满满的“利益共同体”，让群众成为农村
产业革命的推动者、受益者。又到金秋收获时，喜看
坝区捷报传。实践证明，实施500亩以上坝区产业结
构调整正当其时，成效斐然，经验深刻，必将让贵州彻
底摆脱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的种种弊端，强力破解困
扰贵州“三农”发展的瓶颈制约，让贵州农业强起来、
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在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全省各地结合自
身实际，及时启动实施，各项工作迅速展开。贵阳市
在 136个坝区中选择了 46个坝区作为 2019年重点进

行打造，市财政预算重点向这些坝区倾斜，实现工作
项目化、项目资金化；六盘水市2019年重点打造10个
以上示范样板坝区，全市坝区产业结构调整作战图已
制作完成；黔南州启动实施坝区 262个、33.2万亩，分
别占全州坝区数量和面积的72.9%和45.8%……

“这是一套直击痛点的产业发展组合拳，更是一
场必须要打赢的产业革命攻坚战。”贵州省农业农村
厅厅长杨昌鹏说。

目标明确：
确保让经营主体有用武之地，让结构

调整有增长空间，让农民增收有源头活
水，让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坚实基础。

贵州省坝区结构调整的思路目标非常清晰，就是
要全面落实农村产业发展“八要素”和“五步工作法”，
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
撑，以产业提质增效为导向，打造全省农业现代化的
样板田、科技田、效益田，辐射带动全省农业高质量发
展，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产业振兴。

贵州省坝区工作专班负责人介绍，重点工作归纳
起来就是，一个总目标、五个关键环节。

一个总目标：就是创建认定100个样板坝区、500
个达标坝区，实现达标坝区亩均产值8000元以上，样
板坝区亩均产值1.2万元以上。

五个重点环节：一是改善基础设施。基础改善
是坝区发展的前提，也是农业补短板强弱项的重点
领域。全省各地通过整合资金、加大投入，实现坝区
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全省坝区有效灌溉率 71%，道
路通达度 73%，冷库库容 19.8万吨，均较 2018年底明
显增长。二是推进土地流转。通过土地流转，尽可
能地把坝区土地集中经营、集中整治，有利于推进规
模经营、实行标准化生产。各地通过国有农投公司
（或村合作社）流转土地反租倒包、龙头企业流转后
自主经营、农户入股等方式，提高规模生产经营水
平。截至 9 月，坝区土地流转率 43.4%，比上年增长
10.9 个百分点，预计年底可达 48%。三是培育新型
主体。通过培育和引进农业龙头企业，组建专业合
作社和股份合作社，能够有力推动坝区农业市场化、
规模化发展，推进坝区农业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截
至 9月底，全省坝区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达 1377家，合
作社达 4051 家。四是优化产业结构。立足资源优
势，坚持市场导向，加强产业链研究，突出比较优势，
大力发展适合当地的高效经济作物和优质粮油烟等
作物，推广多种复种模式，推行综合种养，发展循环
农业，坝区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逐步提高。
五是提高综合效益。通过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
作社+农户”组织方式，推进农村“三变”改革，探索
农银企产业共同体模式，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
开展股份合作，将坝区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脱贫紧
密联结。同时，大力抓好坝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扶持
打造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确保种得出、销得了、卖
得好。1至 9月，全省坝区平均亩产值已实现 5861元
（去年前三季度没有统计，无法对比）。预计至年底，
全省坝区平均亩产值 7583 元左右，比 2018 年高约
1900元，增长 34%。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关部署，坝区工作重任在
肩、责无旁贷。我们将继续夯实搭好坝区这个台子，
着力打造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基地，确保让经
营主体有用武之地，让结构调整有增长空间，让农民
增收有源头活水。”杨昌鹏说。

按照重点突出、分类推进的原则，抓好 100个样
板坝区和 500个达标坝区的创建认定工作。指导各
地围绕创建指标体系，整合各类资源要素投入示范创
建，推进坝区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组织化发展，扶持
一批核心示范基地，打造成为现代农业的样板田、科
技田、效益田。

制定发布坝区奖补政策实施细则，用活绿色产
业投资基金等优惠政策，用好对口帮扶资源，培育壮
大一批坝区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大力推广“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引导组建农银企产业
共同体，优化利益联结机制，抓好产销对接，确保坝
区结构调整惠及更多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和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

同时，贵州省也将及时总结坝区建设和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与宣传部门和新闻媒
体的对接、策划，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
载体，宣传推广坝区发展中的先进模式、典型案例、区
域品牌。适当时候，召开全省坝区结构调整现场观摩
交流会，促进各地交流学习借鉴、相互取长补短，形成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500500亩以上坝区亩以上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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