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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十几个部委接连推出特色
小镇政策之后，日前，农业部表示，
将在2020年以前，在全国建设、运
营100个农业特色互联网小镇。

据了解，该类特色小镇将采取
“先建设、后认定”的方式。2018
年，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将在
各省份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组织专
家进行评审，并按程序报批后，先
期认定一批农业特色互联网示范
小镇。

有别于行政区划单元
和产业园区

农业部在日前发布的《关于组
织开展农业特色互联网小镇建设
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中表示，农业特色互联网小镇
的核心在农业，要统筹空间布局，
集聚资源要素，推动现代农业产业
园、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农业科技
园区与农业特色互联网小镇等建
设的有机融合，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小镇规划将不以面积为主要
参考。以镇区常住人口5万以上的
特大镇、3万以上的专业特色镇为
重点，兼顾多类型多形态的特色小
镇，因地制宜规划建设。推动小镇
发展与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
相结合、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
与服务“三农”相结合，打造融合城
市与农村发展的新型社区和综合
性功能服务平台。

《通知》强调，农业特色互联网
小镇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的
农业产业定位、农业文化内涵，有
别于行政区划单元和产业园区。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中，北京观光休闲农业行业协会
副会长、北京蓝海易通咨询有限公
司董事长吕彦对此表示了赞同。

她认为，现实中，特色小镇以行政
单位打造多数难以成功。只有以
企业运营，非行政意义上的小镇通
过大资本运作，吸引消费者前来才
能真正成功。

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干部学院）城市发展研究
所所长余池明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业特色互
联网小镇在区位上属于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中“远离中心城市的小
城镇”，换言之就是农业地区的小
城镇。

明年将在各省申报基
础上认定

《通知》表示，力争在2020年
试点结束以前，原则上以县（市、
区）或垦区为单位，在全国建设、
运营100个农业特色优势明显、产
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
强的农业特色互联网小镇。在小
镇内，培育一批经济效益好、辐射
带动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

造一批优势特色明显的农业区域
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将小镇培育成农业农村经济的重
要支柱。

农业部强调，各地要把农业特
色互联网小镇建设试点纳入本辖
区内特色小镇建设规划，充分体现
出农业特色，找准互联网与农业产
业的结合点，按照成熟一个、建设
一个的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分期
分批开展建设，申报小镇不平均分
配名额，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均纳
入初审名单。农业特色互联网小
镇建设试点将采取“先建设、后认
定”的方式。2018年，农业部市场
与经济信息司将在各省份自愿申
报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并按程序报批后，先期认定一批农
业特色互联网示范小镇。

将有专项资金支持
农业特色互联网小镇建设试

点将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政府负责宏观指导和

引导，积极争取金融机构融资支
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鼓励
企业投入资金并组织申报、审核、
建设、运营工作。同时，还设立农
业特色互联网小镇专项资金，各地
在建设过程中如有资金需求可以
进行申请。

同时，农业部要求加快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在小镇建设中的应用，大
力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方式，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中
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袁
士畴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中表示，该文件是有关农村建设
的最可操作性的一个文件。农业
类特色小镇的特色里，理应包括互
联网、大数据等解决农业流通最后
一公里的新技术和新手段。

余池明认为，农业特色互联网
小镇关键点之一就是信息化与农
业现代化融合发展，提高农业生产
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
服务在线化水平。

2016年底，随着西吉县兴隆镇
张齐、洞洞、小段3个村的脱贫销
号，兴隆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8400元，至此，全镇14个贫困村全
部脱贫销号，成为西吉县整体脱贫
第一镇。

兴隆镇党委书记慕夙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兴隆镇共有 32 个行政村，6.5 万
人，其中回族人口占92%，是西吉
县第一农业人口大镇。按照2014
年统计数据，全镇有14个村为贫
困村。

据慕夙介绍，兴隆镇以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加快发展、
富民强镇为目标，以脱贫攻坚为依
托，初步形成了以活畜交易、清真
牛羊肉屠宰和贩运、“三粉”加工、
特色蔬菜种植、煤炭贩运、建材化
肥经销和服装百货等商贸流通为

特色的产业体系，引领群众增加收
入摆脱贫困，让兴隆乡驶入致富快
车道。

“红军粉”为当地百
姓带来收益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作为
第一支进入宁夏西吉县的红军队
伍，他们充分尊重回族群众的宗教
信仰和风俗，并把在当时看来很先
进的南方粉条制作技术教授给当
地群众，被盛赞为“仁义之师”。如
今，不仅红色故事仍在当地口口相
传，“红军粉”更为当地百姓带来了
收益。80多年过去了，制作“红军
粉”改善回族群众生活的传统仍然
持续着。

据悉，兴隆乡王河村五组“红
军粉”生产大户海孝，从事淀粉贩
运和加工20多年。作为村里的致
富带头人，致富后没有忘记乡邻，

为了帮助1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如
期脱贫，他扩大了粉条加工厂规
模，如今年加工能力提升到近600
吨，粉条销往全国各地。

据数据显示，一个普通工人每
年在粉条加工厂里的固定工资有3
万多元，技术工则达到5万元以
上。像这样的粉条加工厂在王河
村五组就有4家，在这些大户的带
领下，王河村成为全市“三粉”加工
重点村、肉牛养殖示范村，西吉县
平安模范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特色养殖带来致富
喜人景象

人勤春早，在兴隆镇，由于政
府、兴隆镇党委抓落实有力，村民
干劲高涨，从而形成了村村有产
业、人人有事干、家家能致富的喜
人景象：2016年年底，兴隆镇下范
村成为果林种植、煤炭贩运、特色

养殖专业村。小段村成为肉牛养
殖示范村，户均养殖肉牛5头以
上。在这些特色村的带动下，全镇
肉牛饲养量达10万头，年交易量
17万头，羊出栏8万余只。

洞洞村村民张风清2015年还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年在政府的
帮助下，购进了3头肉牛，经过2年
的精心喂养，不仅牛的存栏数增加
了，还出栏了6头，2016年仅养牛
就收入了3万元。他和洞洞村141
户建档立卡户一起脱了贫。

特色种植引领村民
增收入

据兴隆镇单民永久性蔬菜基
地负责人介绍，兴隆镇单民永久
性蔬菜基地总面积800亩，布设了
芹菜不同品种、不同播期、黑白膜
压砂与露地直播等示范展示区
域。目前，前期种植的100亩蒜苗

已经销售结束，每亩产量达4000
公斤，亩产值1.44万元。基地还
辐射带动周边单南村三个村民小
组241户农户种植特色蔬菜1000
亩。

据了解，兴隆镇调整蔬菜种植
结构，积极探索蒜苗、芹菜等蔬菜
轮作倒茬，发展永久性蔬菜基地，
有效规避了单一蔬菜集中上市滞
销风险。西吉蒜苗复种蔬菜模式
在宁夏南部山区开创了一年两茬
的先河，亩均收入2万元以上。全
县发展蒜苗复种蔬菜1.3万亩，预
计创收2.6亿元以上。

兴隆镇原党委书记马杰说，
“虽然全镇整体脱贫了，但是巩固
提升尤为重要，这是防止返贫的关
键。”为了巩固成果，防止反弹，全
镇干部丝毫没有放松脱贫攻坚工
作，坚持“一村一策”“一户一法”巩
固已经取得的成果，稳定增加农民
收入。

百个农业特色互联网小镇开始申报
本报记者 范颖华

西吉兴隆乡：特色产业补齐贫困村发展短板
本报记者 马瑞悦

（上接第十版）
为了有效拓展上下游产业

链条，产业园围绕中海油中捷石
化、新启元和新欣园三大支柱企
业，正在将石化工业区打造为千
万吨级炼化基地。以此为入驻
客商提供拎包入驻式服务，有效
吸引京津外迁相关企业落户发
展。

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快京津
企业转移园、京津企业科创园、
高端制造园、中欧绿色产业园和
食品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创造
条件，发挥各专业园区在承接京
津外溢产业和对接中东欧技术
转移的平台优势，将各专业园区
打造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战场。

“战兴”产业优先

为使产业集群形成产业优
势，中捷产业园区优先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在产业门类选择
上，一是通用航空业，其次是高
端制造业。

在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上，
产业园区首先是加快中捷通用
机场建设，在此基础上，利用外
事资源，着力引进一批飞行模拟
器制造、小型机制造、无人机制
造项目。

在发展高端制造产业方
面，该园区按照沧州市汽车产
业布局，加快正和顺汽配、摩帕
汽配、坪山汽配等一批优质配
套企业建设。目前，园区正在
全力保障中冶京诚矿用自卸车
项目年内投产运营，目标是打
造亚洲规模最大的矿用自卸车
生产制造基地。与此同时，加
快发展新材料、新能源产业，确
保世纪恒泰富、太阳能光伏支
架等项目按照既定时间节点竣
工投产。

为营造协同发展格局，该园
区围绕沧州主导产业链条，在加
大通用航空、汽车部件及医疗器
械等产业的招商引资力度同时，
抢抓中东欧“16+1”合作机遇，有
效将外事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在
项目和现实生产力。

山东即墨市灵山镇的“玫瑰小镇”，现代农业期盼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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