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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是全国仅有的两个未间断输出商品粮的省份之一。江西省三农发展保
持了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国家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连续4年被评为优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连续三年荣获国务院督查激励表
彰，高标准农田建设连续两年荣获国务院督查激励表彰，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考核为优秀、得分
全流域第一，全省2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3058个贫困村全部退出，农业基本盘更加稳固、乡村面貌
焕然一新、农民昂首迈向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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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后的柑橘装箱待发。

永新县里田镇酱姜场景。

“五美”乡村“赣”劲足

篁岭晒秋。

永新县小鼓传人（右一）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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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作为农业大
省，江西农业比重大、农村地域广、农民数量多，农业农
村工作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把乡村振兴起
来，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使乡村的精神风貌、人居
环境、生态环境、社会风气都焕然一新，让乡亲们过上令
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
话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打造产业兴旺之
美、自然生态之美、文明淳朴之美、共建共享之美、和谐
有序之美的新时代‘五美’乡村，三农发展稳中有进、稳
中提质、稳中向好。”江西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书记江枝英表示。

保供给强“绿色”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1949年，江西省水稻种植面积 338万亩，产量 361.7
万吨。20世纪 70年代初期，江西的水稻育种家开始了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研究，并于 70年代中期开始在生
产上应用。1979年，江西二季晚稻单产首次突破200公
斤，1989年达到325公斤，1995年达到361公斤。得益于
此，江西粮食总产量突飞猛进，1979 年超过 250 亿斤，
1989年超过310亿斤，2009年超过400亿斤。

2020年，江西粮食总产量达到432.8亿斤，连续8年
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同时，江西首次将粮食特别是早
稻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下达到县级，对 44个早稻重
点县（市、区）开展“一对一”驻点指导，全力扭转了早稻
面积连续8年下滑的势头。尤其是面对洪涝灾害，江西
全力开展早稻抢收抢烘、晚稻抢插抢种、秋杂粮改种补
种“三大行动”，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均超额完成国家
下达的目标任务。

粮食的稳定离不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扎实推进。
“有了水库水管员把水直接送到田间地头，我们种田再
也不愁用水了。”近日，在吉安市安福县横龙镇路口村，
村民姚银生忙着给水稻灌水。

近年来，安福县共投资 3.848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12.835万亩，新增耕地 1700余亩。在此基础上，针对基
础设施破损堵毁等问题，安福县在江西率先实行由河湖
灌溉服务中心专业人员管护高标准农田的机制，促进全
省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与现代农业发展相结合。

据统计，2017 年至 2020 年，江西全省统筹整合资
金 360 亿元，按照亩均 3000 元的建设标准，新建高标
准农田近 1180 万亩，新增耕地率超过 1.1%，耕地质量
平均提高了 0.5 个等次，亩均可增加粮食产能 100 斤
以上。

在稳粮的基础上，江西的农业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据农业农村部门调度，2020年全省蔬菜播种面积 1140
万亩、比 2016年增加 111万亩，产量 1834万吨、比 2016
年增加 202万吨；水果栽培面积 650万亩、比 2016年增
加 34万亩，产量 525.4万吨、比 2016年增加 119.4万吨；
茶园面积190万亩、比2016年增加55万亩，干毛茶总产
量8万吨、比2016年增加2.25万吨。

目前，江西初步形成了大米、生猪、蔬菜、水果、水
产、畜禽、茶叶、中药材等主导产业，粮食、畜牧、水产、果
蔬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茶叶、中药材、油茶突破100
亿元。一产“接二连三”趋势明显，农产品加工总产值
6500亿元，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综合收入930亿元。创
建了 6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91个省级现代农业示
范园、55个省级田园综合体。

江西农业产业的蓬勃有序发展统一于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
具体要求当中。2016 年 3 月 31 日，原农业部批复同
意江西以省为单位创建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
地试点省，率全国之先。创建以来，江西着重在保护
绿色有机资源、推广绿色有机技术、打造绿色有机基
地、发展绿色有机产品、唱响绿色有机品牌、培育绿

色有机市场 6 个方面下功夫。
截至 2020年底，江西共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市）10个，省级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46个，发展绿
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 3482个，建设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48个、面积 854.3万亩，主要食用农
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

谋改革划振兴
美丽乡村展新颜

农业文化遗产是江西的一项宝贵财富，截至 2020
年底，江西省已有6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功通过
申报，其中 2个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数量排名全国第四，是农业文化遗产大省。在挖
掘和保护珍贵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江西深入推进乡
村建设，按照省委、省政府“走前列”“拔头筹”的要求，多
措并举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战，全省农村环境明
显改善。

针对少数乡村“重建轻管”的现象以及“管护意识不
强、经费保障不足、责任边界不清、管理机制不全”等问
题，江西明确“五定包干”村庄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即每
个村庄必须“定管护范围、定管护标准、定管护责任、定
管护经费、定考核奖惩，实行分级包干”。

定管护范围，将全省自然村庄划分为一、二、三类，
因村制宜科学确定管护内容，并根据村庄发展状况动
态调整村庄类别；定管护标准，设区的市制定管护技术
规范地方标准，县直（驻县）相关部门分别明确设施维
护具体标准；定管护责任，明确县级是村庄环境管护责
任主体，划分了农户、村组、乡镇、县直部门的责任；定
管护经费，明确每年每个行政村筹集管护经费不低于
5万元；定考核奖惩，设区的市制定专门的监管实施办
法，县级制定监管考核办法和评分奖惩细则；分级包
干，建立“省里部署、市级实施、县负总责、乡村落实、
农户门前三包”5个层次的包干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
任。2020年，江西又在全国率先搭建集投诉、反馈、整
改、监督、便捷等功能于一体的“万村码上通 5G+”长
效管护平台，已将 1.3万个村庄纳入省级平台监管，进
一步推动村庄管护精细化、群众举报便捷化、问题处理
及时化。

目前，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体系基本实现行政
村全覆盖，79个县实现城乡环卫“全域一体化”第三方治
理；涉农县（市、区）全面编制完成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专项规划，累计建成村庄污水处理设施5778座；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4.09％，集中居住 300户、1000人
以上的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全覆盖。

农村环境得到整治提升的同时，江西的农村改革大
步向前迈进。2014年开始，江西扎实开展农村承包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全省承包地确权到户面积达 3691万
亩，颁证率 97.31%。稳步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
革，全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达 1855.7万亩，流转
率为50.3%。加强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转化应
用，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地押云贷”金融
服务试点，累计发放贷款4242万元。

2019年5月，江西被确定为全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整省推进试点省，于 2020年 10月底前基本完成整省试
点任务，全省近 21.2万个村共核实 2017年底集体资产
994.5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215.6亿元，核实集体土地
20640万亩，确认集体成员3728万人，量化资产388.5亿
元，2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了赋码登记。

战贫困促增收
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今年茶叶采摘期间，批量成品茶制出后，各大社交
平台的主播把直播间搬进了吉安市遂川县汤湖镇各大
茶园，带着粉丝们或是参观现代化的制茶车间，或是观
看手工制茶，半天的销售额就超过6万元。这是遂川县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遂川县已开展电商培训30多期，培训人数1000多人
次，全县涌现出 300多名网红、网商和农村产业发展带
头人，电商带动了1000多户脱贫户户均增收2000多元。

为了进一步提高带动效应，江西大力实施农民教育
培训三年提质增效行动，加大对农业经理人、农业产业
领军人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产业帮扶带头人
和小农户等群体的培训力度，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18.7
万人。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了解了于
都县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和贫困户”发展模式后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党中央想的就是千方百计
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芝麻开花节节高，江西农民的日子更美好。江西省
农业农村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单位印发了

《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出台
新修订的《江西省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办
法》，统筹开展示范社监测和评定。

2010年时，全省依法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仅
有 1.1975万家，社员 13万户，出资总额约 185亿元。到
2021年5月底，全省依法注册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突破
7.49万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304家、省级示范社 1175
家、市级示范社1548家、县级示范社2051家），出资总额
达1686.58亿元。

脱贫攻坚期间，江西推行“选准一项主导产业、打造
一个龙头、设立一笔扶持资金、建立一套利益联结机制、
培育一套服务体系”的“五个一”产业扶贫模式和“村干
部与能人带头领办，村党员主动参与、村民自愿参与、贫
困群众统筹参与”的“一领办三参与”产业扶贫合作方
式，全省 74.2万户脱贫户获得产业发展扶持，占原有贫
困户总数的92.4%，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巡视“回头看”，国家脱贫
攻坚督查等涉及江西农业农村领域的 21 个问题全部
按时完成整改，“赣南脐橙”成为全国首批三大产业扶
贫典范之一，吉安市产业扶贫做法被列入国务院大督
查通报的地方典型经验，“井冈蜜柚”入围全国第二批
产业扶贫典型范例，江西农民从富民产业中获得了实
实在在的收入。

2019年，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796
元，增长 9.2%，增速连续 10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2020
年，江西实现了“十三五”圆满收官，全年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达 3820.7亿元、同比增长 2.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6981元，增长 7.5%、名义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2.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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