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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阮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
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
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锚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坚持把发
展现代设施农业作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一项战略决策，以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为重要抓手，立足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
生态优势，积极拓展农业发展空间领域，全力推动现代设施
农业成为全区农业发展的“新引擎”。2023 年全区现代设
施农业产值约2500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以上。

高位推进 培育现代特色农业发展新增长点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显著标志。自治区党委书记刘
宁多次作出指示，要求用设施农业的效益去置换林果蔬等
所在耕地的效益，以达到耕地保护的效能。自治区政府多
次对发展设施农业提出具体部署，印发《广西加快推进现代
设施农业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出台《广西设施
农业项目建设流程指南》等系列政策，构筑起支撑设施农业
发展的“四梁八柱”。2021 年以来，自治区分管领导先后 3
次主持召开全区性设施农业大会，建立专班工作协调机制，
统筹要素力量，全力推动设施农业快速发展。

“广西物产丰饶，糖料蔗、蔬菜、水果、蚕茧等特色农产
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全国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广西；全
国人民每吃3个柑橘就有1个来自广西；每吃3个火龙果就
有 1 个产自广西；全球每 10 朵茉莉花中就有 6 朵从横州市
发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黄智宇指出，这些数据不仅
彰显了广西农业的优势地位，也为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

立足“畜渔蔬果蚕菌”等优势特色资源，广西推行“果蔬
进棚、鸡鸭上架、猪牛上楼、鱼虾上岸、耕海牧渔”设施化模
式，全区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67%，2023年设施渔业产量占
渔业养殖总产量65%、高出全国10个百分点。全区陆基圆
池2.55万个，养殖规模和产量居全国首位，拱棚小池塘对虾
养殖连续 3 年保持较快增长。设施蔬菜、设施畜牧稳步提
升，设施水果、设施渔业、设施蚕桑等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
列，现代设施农业已成为广西现代特色农业发展的新引擎。

“统筹财政资金 16 亿元以上支持设施农业发展，对符
合条件的新建（扩建）设施农业项目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达
50%、金额 1000万元，力度前所未有。”黄智宇告诉记者，广
西坚持政策引领，积极出台刺激发展设施农业一揽子政策，
从资金、用地、用水、用电等全方位支持设施农业发展。设
立自治区设施农业发展专项基金，积极拓宽金融支持渠道，
利用“桂惠贷”“富民贷”等政策工具，大力支持设施农业贷
款贴息，去年“桂惠贷”投向“三农贷”超90亿元。

农稳社稷，器利农桑。政策利好下，贺州市坚持把高标
准农田建设作为保耕地、稳粮食的重要抓手，针对项目投资
渠道单一、建设管理低效、建后管护不到位等难题，采取多
元投入、数字赋能、保险服务等措施打造高标准农田“建、
管、护”新样板，为稳定粮食生产提供有力支撑。2019年以
来，全市新建设高标准农田61.16万亩、改造提升10.7万亩，
2022—2023年连续两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综合评价排全

区“第一方阵”。今年 2月，广西首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质量潜在缺陷责任保险业务在贺州市钟山县落地，签单保
费40.5万元，走出高标准农田建设从建后无人管、无钱管变
有人管、高保障的新路径。

同时，广西将设施农业贷款纳入农信贷担保范围，探索
推广农机具、农副产品以及牲畜、水产品等活体担保融资方
式，贵港市首创设施农业设备及经营抵押做法，有效破解部
分企业融资难题。推动出台强化乡村振兴用地保障 19 条
措施、自然资源政策助力乡村振兴先行推进工作方案等，进
一步强化用地政策保障。2023年，广西设施农业项目获贷
款贴息近8000万元，位居全国第一。

项目支撑 提升农业设施化现代化水平

在位于南宁市青秀区的晟发现代设施蔬菜基地，记者
看到，通过智能物联网控制系统大屏就能实时监控各大棚
的空气温度、土壤含水率、光照强度等数据，还能通过物联
网控制系统进行浇灌、施肥，实现了农业生产一图观、一图
管，进入了“在网上就能种菜”的“慧种菜”时代，推动农业产
业实现从黄泥菜到大棚菜、人工化到智能化、随机化到标准
化、零散化到系统化、商品化到品牌化的迭代升级。

基地引进山东“寿光模式”项目，通过全面推行“六统
一”即统一种植优良品种、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指
导服务、统一栽培管理模式、统一把控标准质量、统一赋码
溯源的标准化管理模式，让蔬菜大棚变身成为“绿色工厂”，
以具象化“新质生产力”描绘出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景图”。

“我们聚焦畜牧、渔业、蔬菜、水果、蚕桑、食用菌等领域
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谋划一批强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
重大项目，目前累计储备项目1260个。”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持续抓紧抓好项目建设“牛鼻子”，按照谋
划储备一批、开工建设一批、建成投产一批“三个一批”要
求，大力推动项目建设。建立区、市、县三级设施农业融资
项目库，推动项目建设全面提速。“积极向国家推送投资
1000万元以上项目入库200个，投资总额达887亿元，41个
项目获得贷款授信，授信总额 84 亿元。其中，二季度纳入
国家项目库的项目投资总额达 750 亿元，超越湖南、江苏、
湖北等农业大省，位居全国第8。”该负责人说。

项目为王，拉动全区设施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升。据统
计，贵港市大力推广多层楼房智慧猪场，可节约用地约3840
亩；火龙果夜间补光技术普及率45%，面积15万亩以上，亩均
增产600斤，产值提升30%以上。2023年，广西6家企业入选
首批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新创建全国现
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基地4个。立体多层规模化养殖技术
广泛应用，农业用地效率进一步提高。全区充分发挥面向
东盟的便利地优势“筑巢引凤”，雪榕、华绿、品品鲜等一批
全国行业领先的设施农业全产业链企业入桂投产，推动广
西成为金针菇出口第一大省区，出口量占全国六成。

“开展服务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专项行
动，建立‘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个方案’的设施
农业项目推进工作机制，对143个重点项目建立服务台账，
提供从审批、办证、开工到投产的全链条、保姆式服务。”该
负责人表示，持续对项目跟踪问效，坚决杜绝“建而不成、成
而不用、用而不好”等问题。

创新驱动 打造现代特色农业新样板

今年，广西夏粮、早稻均实现面积、单产、总产同比“三
增长”，2023年蔬菜产值超1300亿元，约占全区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的18%以上，常年外调蔬菜1000万吨以上，为全国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贡献“广西力量”。食用菌连续
4年总产量稳定在百万吨以上，其中 2023年设施食用菌产
量63.8万吨，增长16%，占全区总产60%以上。“广西设施食
用菌产业发展已成为全国食用菌现代工厂化生产的一个新
标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对此高度评价。

这得益于广西坚持以高科技赋能设施农业高质量发
展，从科技攻关、种业振兴、技术革新上下足功夫，努力向科
技要增量、提质量。“一是实施现代特色农业‘尖锋’专项行
动，聚焦高产优质水稻、大豆油料、设施蔬菜、果园土壤、优
质鸡、对虾等广西特色产业发展重大科技需求，集中有限的
科技资源解决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针尖’‘刀刃’关键核心
技术难题。二是深入推动种业振兴，牵头承担芒果、蚕桑品
种新一轮国家育种联合攻关任务，着力解决设施农业前端
种源问题。三是因地制宜推广一批设施农业先进技术及模
式，有力拓展了农业生产边界。”黄智宇表示。

据统计，广西审定的水稻品种中优质稻占比从2020年
的60.4%提高到2024年的84.7%，广西水稻优质化育种处于
全国领先地位。设施种植由简易棚逐步向连栋钢架大棚、
智能温室等发展，设施畜牧业从传统栏舍养殖向立体化、自
动化、智能化转变，设施渔业从传统养殖向陆基圆池循环水
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和重力式深水网箱养殖升级。果
蔬“三避”、火龙果夜间补光等技术全国领先，“集群式楼房
智能化猪场”模式国际领先，自创陆基高位圆池循环水养殖
技术列入“全国农业十项重大引领性技术”，智能养蚕、互联
网养猪等入选全国智慧农业建设典型案例，水帘设施的充
分应用更是打破了南方不适宜规模养殖蛋禽的约束。今年
上半年广西禽蛋产量18.81万吨、同比增长18.2%，高于全国
增幅15.5个百分点。

如今，行走在八桂乡野间，处处可见“田成方、林成网、
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综合性农田亮丽风景
线。一批产业集群发展、先进要素集聚、产业链条完整、供
给能力强劲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带正绽放于青山绿水
之间。

北海市银海区福成镇宁海村是远近闻名的大棚村，全
村村民1210户5380人，建设果蔬大棚4500多亩，种植的优
质西甜瓜畅销全国各地。2023 年，全村人均年纯收入 2.5
万元以上，其中仅大棚果蔬产业就贡献 1.25万元。村里户
户建起楼房，家家开起小汽车，群众喜称：“住上‘大棚房’，
开上‘大棚车’。”“目前全市设施果蔬大棚面积超4万亩，面
积居全区第一，年产量 16万吨，产值 15亿元以上。主要种
植西甜瓜、彩椒、子姜等优质果蔬产品，市场供不应求。”北
海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崇左市创新运用“高标准农田+”模式，在糖料蔗生产
保护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资源融合、要素融合、产
业融合，推动“甜蜜事业”越来越红火。2023—2024榨季，全
市糖料蔗种植面积达 400 万亩以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建设面积 319.36 万亩，蔗糖产量稳定在 2000 万吨左右，连
续 21个榨季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蔗农人均种蔗收入 1万
元以上。

“下一步，将持续加强农机装备研发攻关和改进升级，
推进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建设。用好院士冬令营成果，积
极创建国家级制种大县、全国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和创新引领基地等一批国家
级平台和载体。选树一批设施农业发展典型，以设施农业
带动做活‘土特产’这篇大文章，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
质量，进一步守好‘粮袋子’、打造‘果盘子’、丰盈‘菜篮子’、
鼓起老百姓‘钱袋子’。”黄智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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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启动设施食用菌项目后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
贵港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贺州市平桂区羊头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以设施蔬菜、生猪为主导产业，目前已形成“菜
猪循环发展”绿色强园模式。这是设施蔬菜示范区俯瞰图。

设施桑蚕——大蚕省力化轨道养蚕设备，助力广西桑蚕茧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

河池市都安县地苏镇拉棠村澳寒羊养殖基地内河池市都安县地苏镇拉棠村澳寒羊养殖基地内，“，“牛羊上楼牛羊上楼””养殖模式一景养殖模式一景。。

广西农垦火龙果基地广西农垦火龙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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