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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现代农业发展痛点，着力破解“地从哪来”“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等问题

农业“标准地”改革的宁波探索
在奉化区西邬街道庙后周村，近2000亩农田整齐划一，种植的

晚稻长势旺盛，预示着丰收的年景。
记者发现，连片的农田间看不到沟渠。每块大田边安装了进水

装置，打开阀门，灌溉系统就开始自动作业。
项目建设方浙江金峨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景旺杰介

绍，供水管道埋在稻田1米以下处，遍布田间地头；稻田的
最外围，开设了生态拦截沟，形成了一个排水系统，

“这样一来，既节约了水资源，又最大限度地提高
了土地利用率”。

庙后周村这片农田，是“稻生西坞·
共富田园”万亩方中数字化智能化产业
园“标准地”项目的核心区块，经
过田块整治、灌排水改造、机耕
路扩建、观光绿道建设，原先
碎片化的土地变成了规模化
的高标准农田。而农作物
生长状态监测、田间智
能灌溉、重大病虫害
智能化识别等一批
数字化、智能化
设 施 的 应 用 ，
犹如插上了科
技 的 翅 膀 ，
让 土 地 重
现生机和
活力。

记者记者 孙吉晶孙吉晶 文文//摄摄

去年，浙江省启动
农 业 “ 标 准 地 ” 改 革 ，

我市奉化区和海曙区被列
入省农业“标准地”改革

试点名单。奉化还肩负另
一个重任：浙江省农业“科

技强农、机械强农”强村富
民乡村集成改革实践试点。

选择奉化作为试点，有
其 客 观 因 素 。 2021 年 以 来 ，

奉化花大力气整治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现象，并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
如何巩固整治成果，防止耕

地抛荒，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难
题。浙江省农业“标准地”改革
的实施，让奉化看到了希望。

在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园“标
准地”项目建设中，奉化创新模
式，探索“政府+国企平台+村
集体+农户”的项目建设路径，
发挥国企区农商发展集团平台优
势，并依托村集体对土地实施统
一流转，已流转超过 1 万亩，涉
及西坞街道顾家畈村、虎啸刘
村、庙后周村、庆南村等十多个
村。对流转的土地，从土地平
整、地力提升、排灌体系构建、
田间道路布局、输配电设施配置
等方面入手，集中连片建设高标
准农田。

眼下，项目核心区已完成改
造近 2000 亩土地，由运营主体
奉化区泓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
过招标方式，转租给 47 户种植
大户经营。

随着试点的深入，奉化以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为先
导，积极探索现代农业发展之
路。目前，“稻生西坞·共富田
园”万亩方、剡水田园、宁波市
战略性蔬菜保供基地等一批重大
项目正在建设实施中。

在镇海区澥浦镇水果番茄精
品园 （一期），现代化设施大棚
内的番茄苗长势喜人。从海外留
学回来的“农二代”杨一昕带领
工人正在忙碌。去年，小杨从宁
波市雄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包

了水果番茄精品园 （一期） 60
亩 土 地 。“ 番 茄 园 基 础 设 施 完
善。建大棚和添置智能化设施，
政府补贴 60%，镇里配套 20%，
自己只要出 20%的资金。”他说。

智能化生产带来高收益。今
年 5 月，先前首批种植的精品番
茄陆续上市，一亩地毛收入有 5
万元左右。

水果番茄精品园是镇海南岚
湾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之一，位
于澥浦镇岚山村一带，总面积
300 亩，其中一期 250 亩已投入
使用，由杨一昕等 4 户农户承包
经营。

针对农田“非粮化”、碎片
化情况，镇海区抓住农业“标准
地”改革契机，加快岚山、湾
塘、南洪等 7 个村整体搬迁，推
动甬舟高速公路以北区域建设用
地复垦，打造南岚湾现代农业示
范园，提升都市农业产品供给保
障能力。

据介绍，南岚湾现代农业示
范园项目规划面积约 1.23 万亩，
其中农业生产用地 7960 亩。镇
海区采取村集体统一流转、区国
企统一开发、农户承包经营的模
式，恢复耕地功能，打造特色粮
油、高端果蔬、精品花卉、太空
作物四大生产示范区。

南洪村耕地集中连片程度
低，且“非农化”“非粮化”现
象突出。整村搬迁后，经过建
设用地复垦，耕地增加 426 亩。
水渠、机耕路、防护林带等农
田配套设施的建设完善，极大
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农田
环境。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改革
创新导向，全市探索形成了粮
油保供型、精品农业型、设施
农业型、农旅融合型四种农业

“标准地”改革模式。截至今年
7 月底，全市已落实 26 个农业

“标准地”创建区块，启动 50 多
个项目建设。宁波农业“标准
地”改革工作，得到农业农村
部的肯定。

“两非”整治
给“标准地”建设带来契机

在业内人士看来，农业“标
准地”改革通过优化配置土地资
源，提升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
率，旨在破解“地从哪来”“谁来
种地”“怎样种地”等问题。

我市坚持系统思维，以农业
“标准地”改革为牵引，集成农村
承包地流转、二轮土地到期后延
包、高标准农田建设、招引工商
资本投资农业等改革项目，形成
统筹联动、整体推进的格局。

“围绕土地流转、净地建设、
主体招引、生产经营等环节，基
本形成了目标清晰、流程规范、
操 作 简 便 、 风 险 可 控 的 改 革 闭
环。”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创新土地流转模式，提升农
地 经 营 集 约 化 水 平 。 按 照 农 业

“标准地”改革的总体要求，我市
探 索 由 地 方 政 府 、 农 投 国 资 公
司、村集体协同进行统一流转整
治改造模式。在依法保护农民土

以改革为牵引
推进五大创新实现五大提升

这几年，我市土地流转率保
持在七成左右。随着二轮土地承
包期限的临近，一些经营主体反
映，由于承包关系不稳定，他们
对扩大生产规模心存顾虑。

农业“标准地”改革作为乡村
集成改革“四大组合拳”之一，其
改革的重点就是引导农地成片稳定
流转，强调流转协调，强化政策激
励，创新流转模式，有效破解农地
流转地块小、期限短的难题。

据了解，今年我市下达农业
“标准地”建设任务 4 万亩，实际
分解落实到各区 （县、市） 的年
度指标为 6.1 万亩。

在 改 革 推 进 中 ， 我 市 农 业
“标准地”改革导向明确，形成了
整体推进、创新突破的态势。但
是，具有原创性、引领性和宁波
辨识度的改革创新举措还不多。

随着产业融合趋势加深，要
素制约进一步凸显，尤其是设施
用地和建设用地供给不足，使得
经营主体投资意愿减弱，产业发
展受限。因此，下一步农业“标

准地”改革要探索创新要素保障
途径和方式，进一步畅通现代种
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
旅游业等项目落地渠道。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加强对奉化区、海曙区两
个省级试点的指导，带动其他区

（县、市） 试点探索，力争呈现更
多改革亮点，使宁波农业“标准
地”改革走在全省前列。

作为省农业“标准地”改革
试点，奉化计划用 2 年至 4 年时
间，按照边试点边总结边提升的
要求，每年接续推进农业“标准
地”改革，通过集成土地集中连
片流转、先进科技要素投入、生
产方式转变、基础设施改造、农
业有效投资等举措，推动农业从
产业链低端、价值链底部走向高
端、高位，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镇海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要把南岚湾现代农业示
范园打造成一个科技先行、种业
引领、装备支撑、农旅融合的综
合型农业示范园区。

加快进度
力争呈现更多改革亮点

图示图示

地承包和流转权益的基础上，充
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流转协
调功能，积极推广委托流转、预
流转，引导和促进集中连片成规
模流转。从各地万亩方、千亩方
重点地块来看，目前列入“标准
地”改革的地块流转期限均在 5
年以上，集中连片规模在 500 亩
以上，全市农地集中规模经营水
平显著提升。

创新净地建设标准，提升农
地配套设施水平。重点选择高标
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
农业园区等规模集中存量区块及
新 增 规 模 流 转 地 块 ， 明 确 农 业

“标准地”供地标准，制定供地标
准清单，明确沟、渠、路、水、
电等基础设施标准和要求，实施
小变大、弯变直、零变整改造，
并积极探索与净地相配套的设施
农业用地或建设用地的具体安排路
径。余姚黄家埠农业“标准地”项
目结合绿色农田项目建设，采取移
丘填沟等办法，集中零碎田块，减
少田埂、沟渠等配套用地，新增集
体耕地面积 52 亩。同时，有效提
升耕地质量等级、复种指数、综
合机械化率、生态化农业设施覆
盖率等指标，进一步提高项目区
粮油综合生产能力。

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提升联农
带富水平。探索建立利益共享、多
元增收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快推进
农业经营体制创新，采取订单农
业、股份合作、服务带动等模式，
建立健全公司、经营主体、村集
体、村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既
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又促进村集
体和农民多渠道增收，共享“标准
地”改革红利。通过实施农业“标
准地”净地建设，全市农业“标准
地”承包租金普遍提升，每亩在
1000元以上。宁海县力洋镇“稻虾
轮作”农业“标准地”统一流转、
提标建设后，租金从原来的最高每
亩 600 元提升至 1156 元。“稻虾轮
作”项目以“种一季稻、养一季

虾”模式
实 现 “ 一 田
双收”，年总收益
近2000万元。奉化区
数字化智能化农业产业园

“标准地”项目的实施，提高
了土地流转价格，带动所在村
1940户农户增收485万元，村集体
经济每年创收约160万元。

创新生产经营模式，提升经
营主体规模化、组织化水平。聚
焦“谁来种地”，创新农业招商引
资和主体培育机制，综合考量合
理设置主体资质、投入产业、设
施 装 备 、 带 动 效 益 等 约 束 性 指
标，研究制定农业“标准地”招
商引资项目标准清单，健全农业
经营主体准入机制，引进了一批
有实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一
批有潜力的现代农业项目。

创新服务供给机制，提升社
会 化 服 务 水 平 。 聚 焦 “ 怎 样 种
地”，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规模
化、社会化的要求，统筹布局区
域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积极
培育适应多元需求的农业社会化
服 务 主 体 ， 使 装 备 、 设 施 、 技
术、人才等资源高效整合，促进服
务需求与供给有效对接。同时，建
立农业“标准地”多跨场景应用，
绘制数字地图，有效提升管理水
平。农业“标准地”区块普遍建设
数字化农田，实现农作物生长状态
监测、智能灌溉、重大病虫害智能
化识别、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等全
流程数字化管理。奉化西坞数字
化智能化产业园“标准地”项目
配套建设了面积 8600 多平方米的
农事服务中心，可为产业园周边
近 2 万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提 供 耕 、
种、收、管等一体化服务，实现
稻谷烘干、加工、包装一条龙作
业。目前，18 台烘干机和一条加
工流水线已完成安装、调试，下
个月晚稻收割时就能投入使用。

制图制图 张悦张悦

奉化西坞庙后周村高标准农田奉化西坞庙后周村高标准农田。。

奉化数智农业产业中心即将投用的烘干设备奉化数智农业产业中心即将投用的烘干设备。。

镇 海 水 果 番镇 海 水 果 番
茄精品园种植的茄精品园种植的

““夜开花夜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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