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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达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农业强市为目
标，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用脱
贫攻坚统揽“三农”工作和县域发展全局，大力实
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升、幸
福美丽新村建设、连片扶贫攻坚、农业农村体制
改革五大工程，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务实创
新、聚力奋进，农业农村经济呈现健康快速发展
的良好态势，达州正快步迈进农业强市。

现代农业发展取得新进展
按照“抓二产促一产带三产”理念，抓基础、

建基地、强机制；推进加工、贸易、农旅同步发
展。特色种植业已建成标准化基地220万亩，培
育重点龙头企业148家，实现销售收入120.4亿
元,农产品加工率上升至50%，商品率达60%，三
品一标等名优品牌330个。

突出富硒、绿色、生态、有机特色，着力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
布局，从单一的传统种养业逐渐向农业一二三
产业互动融合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和区域布
局加快形成。

（一）基地规模化。全面提升优质粮油、富硒
茶叶、优质水果、特色养殖、中药材等特色产业的
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水平，同步推进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业发展，着力打造三产融合示范园
区。粮食产量296.06万吨，全省第二；油料作物
产量34.01万吨，全省第一。特色种植业已建成
国家级、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及万亩亿元示范
区30个，成功创建2个省级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
区,9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一牌
三化”（品牌+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基地种植
面积220万亩；肉类产量50万吨，优质生猪、蜀
宣花牛、旧院黑鸡、开江鹅鸭等一批特色养殖业
的养殖规模和品牌影响力快速提升。

（二）加工精深化。农产品加工水平、企业规
模、产品质量、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
强、带动农户增收能力不断提升，农产品加工率
上升至50%。农民从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中获利、
务工人数和工资报酬较快增长。培育重点龙头企
业148家，其中国家级2家，省级24家，实现销售
收入120.4亿元；培育示范合作社省级62家、市
级93家，省级家庭农场18家。建成通川、大竹、渠
县、开江4个农产品加工集中区，入驻重点企业
80家，初步实现农产品加工企业集聚、集群发
展。加工贸易企业的现代管理水平、品牌意识、质
量安全、科技含量、精深加工能力快速提升。

（三）贸易市场化。农产品冷链、物流及电子
商务发展快，商品率达60%。“农村淘宝”、互联
网+、电子商务平台逐步在农村布点联网。万源
市、渠县、宣汉县、通川区等先后被确定为国家
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达州菜篮子”、“城乡
通”等电商平台投入运营，网购网销达20亿元。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出口已突破1亿
美元，其中四川花萼绿色食品常年签约欧盟订
单1100万欧元。东柳醪糟、玉竹麻业产品已出
口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国家。

（四）产品品牌化。各级、各部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及职业农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及
品牌意识逐步增强，从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各个环节监管力度大幅提升。成功创建中国驰

名商标4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50个，国家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21个，名列全省第一；四
川省名牌产品36个、四川省著名商标30个、绿
色产品21个、有机产品15个、无公害产品178
个。旧院黑鸡、巴山雀舌、灯影牛肉、大竹醪糟等
一批达州农产品享誉国际。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达到新水平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片连着一片建”，建成

农建综合示范区 88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
273.52万亩，全市2747个行政村全部实现通油
（水泥）路，健身广场、便民超市、卫生室、文化室
等“1+6”公共服务中心配套完善。

落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然是达
州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最大的短板，为此，达州
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创新开展农建综
合示范区建设，从根本上改善农业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

（一）实施水利大提升行动。大力推进“3+
10+1”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土溪口、双河口
等6座大中型水库建设；继续推进固军大型水
库和李家梁、白兔、斑竹沟3座中型水库前期工
作；推进宝石桥水库等8个已成中型灌区渠道
配套改造。依托水利建设项目，加快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排灌沟渠、提灌设施、塘
堰建设。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全面推广管道
灌溉、喷灌、滴灌及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

（二）建设农建综合示范区。从2014年起，每
年各县（市、区）建设面积不低于3万亩的农建综
合示范区1个，按照“一年接着一年干、一片连着
一片建”的工作思路，坚持高标准规划，与脱贫攻
坚紧密结合，“四区合一”（田区、业区、景区、社
区）模式高质量建设，同步推进山水田林路综合
整治，配套完善水网、路网、田网、林网“四网”，提
升农田排灌、土壤培肥和农机作业能力，着力解
决行路难、用水难、用电难、通信难等突出问题。
已连续推进4年，累计投入资金近240亿元，面
积达88万亩。开江“稻田+”，渠县柑桔、花椒，大
竹中药材、茶叶等“产业+新村+文化+旅游+电
商”五位一体发展势头强劲，切实有效地改善了
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

（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村级公
共服务活动中心建设，统筹推进医疗卫生、文化
娱乐、代办服务、环境治理、社会治安“五进村”。
探索建立村民理事会、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等
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机构，完善乡规民约约束机
制。实现健身广场、便民超市、卫生室、文化室等

“1+6”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

幸福美丽新村建设迈出新步伐

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
形成好风气”为目标，建成幸福美丽新村1008
个、扶贫新村484个，创建省级“四好村”144个、
市级“四好村”823个，连续举办五届全国新农村
文化艺术展演活动。

达州把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民
生工程来抓，实施扶贫解困、产业提升、旧村改
造、环境整治和文化传承“五大行动”，连续举办

五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把新农村
文艺展演打造成全国知名文化品牌。

（一）突出规划引领，绘就新村发展新蓝图。
按照“全域、全程、全面”的理念，聘请专业机构
科学编制幸福美丽新村建设规划，科学定位发
展主题，深挖村庄历史底蕴，突出乡村味道，确
保田区夯基础、业区推产业、景区优环境、社区
促和谐，产村融合发展。

（二）夯实基础配套，构建新村建设新风貌。
按照先基建、再配套的方式，把“山水林田路、机
电气园房”作为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同步推进“水相连、田成片、路相通、林成网”建
设，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公
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全市2747个行政村水泥
路、自来水等基础设施户户通达。

（三）发展特色产业，夯实新村发展新格局。
“新村带产业、产业促新村”，突出建基地、强龙
头、创品牌、“互联网+农业”战略，大力发展优势
特色农业，建成方斗食用菌、开江莲藕、庙坝秦
王桃、渠南柑桔等一批产值超亿元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

(四）注重农旅融合，开辟新村发展新路子。
按照“一个幸福美丽新村就是一个乡村旅游景
区”思路，建设一批现代农业庄园、农业主题公
园、农业风情小镇、农业科普园，促进产业融合发
展，实现了园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产品变商
品、劳动变运动、空气聚人气。相继打造出了宣汉
洋烈水乡、开江宝塔荷香、渠县碧瑶庄园、下八米
岩花海等一批旅游文化品牌的“时尚”新村。

（五）培育文明乡风，丰富新村建设新内涵。
始终把提升农民素质、激发内生动力作为幸福
美丽新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引入城市社区管理
机制，形成村民约定、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新
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全面开展“四好村”创建
活动，让村民们争做有文化、懂技术、明法理、守
纪律的新型农民，营造平等、和睦、友爱的家庭
关系和团结、互助、融洽的邻里关系。

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
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逐步建立1个市

级、8个县级、48个乡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
（所）；放活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142万亩、托
管土地11.38万亩；建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基金
3.57亿元和产业扶持基金3.34亿元。

坚持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主攻方向，大力
实施“6+10”、“1381”、“12316”等农村改革工

程。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农村资金互助、“六
权同确”等一系列改革事项走在全省前列。

（一）以“确权颁证”为基础，不断深化产权
制度改革。产权明确了，经营权放活了，农村发
展就有了活力，群众增收的门路就越走越宽了。
达州按照“五个统一”标准推进“六权同确”，基
本完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小型水利
工程产权、集体林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引导农民
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土地托管、互换并地
等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累计流转土地142
万亩、托管土地11.38万亩。积极推进农村集体
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建立合作社或公司制村
集体经济组织299个，全市50%以上的村有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二）以“培育主体”为抓手，持续强化现代农
业支撑。农业农村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人”。达
州坚持规范一批、引进一批、培育一批等方式，推
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积极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激发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打破身份、地域
限制，允许在职农技人员带薪离岗、兼职兼薪等
方式到农村去领办经济实体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累计495名农业科技人员，申报涉农创新创业项
目206个，政府兑现产业扶持奖励资金1150万
元，真正把农业科技“种”进了田间地头。

（三）以“转变方式”为手段，创新投融资机
制。创新财政投入机制、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引
导金融机构支持三管齐下，着力解决农业发展
中“钱”的问题。建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基金

3.57亿元和产业扶持基金3.34亿元，发放借款
2.17亿元。探索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累计
发放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1.42亿元、林权抵
押贷款1.05亿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211万元。建成了6家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
（省级2家），累计发放贷款247笔、3048万
元。

脱贫攻坚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
科学确立“13221”脱贫攻坚工作思路，编制实

施“22+1”扶贫专项，全市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
底的78.53万减少到去年底的19.98万，贫困发生
率由14.25%下降到3.67%，通川区实现摘帽。2017
年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推进会在达州召开。

按照中央、省委关于脱贫攻坚的安排部署，
达州科学确立“13221”脱贫攻坚工作思路，即
坚持“用脱贫攻坚统揽‘三农’工作和县域发展

全局”这一理念为统揽，打好基础设施、产业培
育、民生保障“三大攻坚战”，建好资金项目统筹
管理和数据信息智能管理“两大平台”，强化宣
传引导和督导考核“两个抓手”，最终圆满实现
脱贫致富奔小康。2017年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
场推进会在达州召开，这既是对达州近年来扶
贫工作的肯定，也是达州市铆足干劲加快农业
农村发展步伐的一个缩影。

（一）创新建设脱贫攻坚引领区。达州在全
省率先提出建设“脱贫攻坚引领区”，先后建成7
个区域布局合理、基础配套完善、产业特色鲜
明、群众增收明显的引领示范区，来引领农村改
革、引领产业发展、引领农村文明新风建设，增
强辐射带动效应，促进了区域整体脱贫奔康。引
领区内连片发展特色优势产业10.3万亩，水、
路、田、林“四网”配套完善，37个贫困村顺利退
出、1.8634万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成为全省脱贫
攻坚一大亮点。

（二）聚焦目标汇聚攻坚合力。人心齐，泰山
移。达州聚焦2019年底全市78.53万贫困人口、
828个贫困村全部脱贫退出目标，科学编制

“22+1”扶贫专项实施方案。坚持市、县、乡党政
“一把手”“双组长”负责制，层层签订《脱贫攻坚
目标责任书》。通过增设编制人员组建脱贫攻坚
办，领导率先垂范蹲点督导，加大财政投入整合
项目支持，建立风险基金发放小额信贷，引导工
商资本积极参与等多种形式汇聚攻坚合力，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实施三大会战补齐短板。改穷貌，换新
颜。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达州打响基础、
产业、民生“三大攻坚战”。以路、水、电、广、网为
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穷貌”；以种、
养、加、销、游为重点，培育农村产业“拔穷根”；
以吃、穿、住、医、教为重点，切实保障民生“兜穷
底”。11.2万名贫困户落实了产业项目，发展特
色种植业103.36万亩，457个村文化室、卫生室
全覆盖，317个贫困村建立了电商服务站点，
22678户贫困户完成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
48803人。

农业强市基础已夯实、架子已构建，未来5
年，达州将全面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幸福美
丽达州翘首以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和中央、
省委、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开局年”
是全市8个活动年之一。2018年全市将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
市委四届五次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对“三农”
工作的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突出“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紧扣“四个好”总目标，按照

“1257”工作思路，即“1”以乡村振兴战略统领
全市“三农”工作；“2”突出脱贫攻坚和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大抓手；“5”建设现代农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农建综合示范区、幸福美丽新
村示范区、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和脱贫攻坚引
领区“五区”；“7”实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幸福
美丽新村建设、生态绿色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农村改革攻坚、乡村治理建设和精准脱贫决
战“七大行动”。统筹推进乡村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推动我市由农业大
市向农业强市跨越，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全
力打造达州现代农业农村发展“升级版”，推动
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让达州农业更强、
农民更富、农村更美。

□文/图 鲜文 覃鹏举

务实创新聚力奋进 达州快步迈进农业强市
达州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综述

大竹月华九银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渠县标准化柠檬基地

开江稻田+生态养殖基地

宣汉双河蓝莓谷 通川磐石都市农业体验区

万源梨树山地田园新村

●隆冬初春，喜讯传来！
位于秦巴区域中心的达州市，2017年GDP达到1583.94亿

元，增速近4年首次“跑赢”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322.13亿元，增
长3.8%，增速与全省持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843元，增
长9.6%，增速高于全省0.5个百分点，排全省第8位。城乡收入差
距持续缩小，由2012年的2.4：1下降为2017年的2.2：1。

中国乌梅博览园（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