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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首要任务是发展产业。没有产业支撑，乡

村振兴就是无米之炊。

近日，宁波市乡村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出台，为

今后几年我市乡村产业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描绘了一幅

美好蓝图。

规划指出，以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为导向，以

“三产三生”融合为路径，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

质量推进“4566”乡村产业振兴，着力延长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构建创新链、完善服务链，贯通产加销、融合农

文旅，建设新时代“都市乡村、田园城市”。

建设新时代“都市乡村、田园城市”，这一全新的提法

释放出一种信号：宁波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功能

要从生产功能向生活功能、生态功能进一步延伸拓展。

近年来，宁波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十四五”时

期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宁波农业农

村发展面临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乡村产业发展也面临

新机遇和新挑战。

规划指出，以高效生态农业为方向，
聚焦产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保障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入推进农业精品化、
园区化、生态化、数字化、品牌化、融
合化发展，高标准构建乡村产业新
体系，打造高质、高效、高值乡
村产业。到 2025 年，全市培
育形成粮食、蔬菜、畜牧、
渔 业 4 个 绿 色 基 础 产
业，现代种业、精品

果业、茶产业、花卉竹木、中药材 5 个特
色优势产业，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
综合利用加工、主食加工、出口加工、商

贸流通 6 个现代加工流通产业，乡
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文体康养业、

乡土特色产业、乡村能源环保
产业、乡村数字产业、乡

村现代化服务业 6 个新
型融合产业，加快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提高
农 业 质 量 效
益和竞争力，
持 续 提 升 农
业 现 代 化 发
展水平。

做 深 新
型融合产业，
拓 展 乡 村 休
闲旅游业，推
进 全 域 旅 游

绿色发展工程。推进市本级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市创建，确保全市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覆盖率达 70%，景区城、景区镇和景区村
覆盖率分别达到 100%、80%、60%，为全域旅
游绿色发展提供“宁波样板”。

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
推进高端农旅融合项目建设。开展“春观
花”“夏纳凉”“秋采摘”“冬农趣”活动，实施

“民宿+”工程，打造一批有知名度、有影响力
的乡村休闲旅游“打卡”地。积极探索“农旅
一体化”“渔旅一体化”发展模式，推进农旅
融合龙头企业规范化发展。

加快发展乡村文体康养业，推动以文
铸魂、以文传道、以文兴业、以文塑韵，
加快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全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走在全国、全省前列，建设更具魅力的
文化强市，重点构筑以“一带三区”为主体
的文化和旅游发展新格局。深入挖掘河姆渡
稻作文化、井头山海洋文化等农业文化，丰
富农民丰收节、中国开渔节等农事节庆活
动，新建一批农业农村文化博物馆。

完 善 乡 村 产 业 新 体 系

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重要农
产品增产保供压力较大。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持续上涨、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刚性上
涨 而 农 产 品 价 格 上 涨 相 对 较 缓 已 成 常
态。种植业受面积、比较效益等因素影
响，提升潜力相对有限。畜牧业受非洲
猪 瘟 、 环 境 治 理 及 发 展 用 地 不 足 影 响 ，
生猪等一批养殖项目建设进度缓慢。各
地农产品同质化倾向明显，部分农产品

“卖难”问题屡有出现。新产业新业态发
展缓慢，农业功能形态拓展不够，农村
第三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尚未充分
释放。受新冠疫情等影响，果蔬、苗木
花 卉 等 高 效 生 态 农 业 发 展 受 到 一 定 冲
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影响农产品加
工出口和企业效益。

生态环境保护约束趋严。随着生态
文明建设的日益推进，农村传统发展模

式和产业结构受到生态红线、饮用水源
保护、农村面源污染控制等生态环境保
护的约束和影响也日益增大。如何探索
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良性
循环机制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
业体系并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快
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和
谐统一，成为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
新课题。

产业发展提升面临“天花板”

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突出的短板
在“三农”，深厚的基础也在“三农”。

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潜力和后劲
在“三农”，关键在产业发展，“三农”战
略后院作用进一步凸显，这对我市农业如
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拓新市场、
培植新价值、培育新业态提出了新要求。

业内人士表示，新发展格局为乡村产
业发展打开了广阔天地。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RCEP）、长三角一体化等一
批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化实施，国内国际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构建，宁波农业传
统优势、人文底蕴优势和体制机制优势进
一步彰显，将为放大优势、补齐短板、全
市乡村产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带来新
的机遇。

“十四五”时期 5G 技术、物联网和人
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必将给乡村产业发展
带来革命性的变化。5G 将为农业带来海
量的原始数据，不断推动种植技术智能
化、农业管理智能化、种植过程公开化、
劳力管理智能化，未来农业将会更加智
能、更加精准，这必然会推动我市智慧农

业和数字乡村建设。
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为乡村产业发展

厚植发展动能。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不仅仅
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强调吃得更
有营养、更加安全。因此，优质农产品的
需求必将进一步增加。浙东白鹅、宁海土
鸡、余慈杨梅、象山梭子蟹、一市青蟹、余
姚甲鱼等一批农产品越来越受到长三角居民
的喜爱，这为宁波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优质农产
品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打 开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新 天 地

立足时代特色和宁波实际，乡村产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利农为
民、市场导向、融合发展、绿色引领、改
革创新、底线思维六大基本原则，建设新
时代“都市乡村、田园城市”，打造绿色
都市农业强市 2.0 版，并把“打造绿色都
市农业引领市、农业增产保供样板市、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市和未来农业科创先行
市”作为战略定位；总体目标是：高质量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行动，深入实施绿色都
市农业强市建设，结合国土空间整治，形
成“一县一平台、一乡一园区、一村一基
地”的乡村产业发展新格局。

“更好地发挥农业基本盘和‘三农’
压舱石作用，为全市高水平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提
供有力支撑。”市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
人说，到 2025 年，全市农业生产效率和效
益全面提高，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更
加完善，乡村产业链条延伸拓展衔接紧
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进一步提
升，为宁波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和共同富裕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在空间布局上，我市立足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以全域高水平集成建设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为目标，以现代农业园区、特色
农业强镇等为主要产业发展平台，打造一
批高效高质高值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形
成“一心四区十带”的集聚化、园区化、
精品化、特色化、区域化乡村产业发展空
间新格局。

“一心”即宁波城市田园绿心，包括
姚江、奉化江、甬江沿岸平原和海曙区、
江北区、镇海区、鄞州区、北仑区、奉化
区、余姚市等城郊平原地区，是宁波绿色
都市农业开发的主阵地。以“都市田园、
城市绿心”为定位，连片打造一批百亩、
千亩大田畈，重点发展粮食、蔬菜等保供
重要农产品，推进体验农业、休闲观光农
业等绿色都市休闲农业，建设高效生态农
业生产基地，建设成为全市的“大田园绿
心”，为城市居民生活休闲提供优质配套
服务，为城市化提供生态条件。

“四区”分别是：前湾高价值外向型农
业发展区、西部丘陵生态发展区、南部农旅
融合发展区和东部海洋渔业融合发展区；

“十带”分别是：城郊产村融合经济带、余姚
江两岸农耕文明带、奉化江两岸粮经带、前
湾现代农业示范带、象山港农渔旅融合经
济带、宁象高效农业示范带、四明山休闲观
光农业带、西南林特产业示范带、山海生态
产业示范带和海洋渔业发展带。

打造乡村产业发展平台。通过全市国
土空间综合整治，消除农田碎片化，在产
业基础好、配套设施齐、主体实力强的优
势区域，通过项目集中布局、资源集聚投
入、产业集群发展和功能集合构建，以现
代农业园区、特色农业强镇等为重点，因
地制宜打造一批乡村产业发展平台，形成

“ 一 县 一 平 台 、 一 乡 一 园 区 、 一 村 一 基
地”的农业空间格局，辐射带动农户增
收，推进集中规模化发展。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壮大
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加快形成一批绿色生态、土地产出率
高、劳动生产率高、科技贡献率高、经济
效益高的高质高效高值的省级及以上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打造绿色都市农业强市 2.0 版

记者 孙吉晶 通讯员 卢修龙 鲍明浩

力洋海头村菊花基地力洋海头村菊花基地。。
（孙吉晶 摄）

连片茶园连片茶园。。（（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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