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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173、周武忠

关于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三产融合”

规划，助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高质量发展

的提案

※背景情况※

上海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主要分布在宝山、嘉定、松

江、青浦、浦东、奉贤、金山和崇明等主要的农业产区，

不同的产业园区具有各自的地缘特色和发展优势。崇明区

主要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有崇明现代农业园区、上实现代

农业园区和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横沙新洲），分别以有

机农业、现代科技、未来农业等为重点和特色。通过对这

三个园区强化“三产融合”规划，将生产、加工、销售等

环节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打破传统农业单一

产业结构的限制，实现一二三产业有效融合，可以赋能农

业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

※问题及分析※

关于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中问题，总

体上面临产业融合链接不紧密、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形态尚

未形成等挑战。普遍存在“一产向后端延伸不够，二产向



第 2页 / 共 4页

两端拓展不足，三产向高品质开发缓慢”现象。具体表现

在：

1、科技创新与研发能力不足：农产品加工技术的研发

能力、资金落实和人才缺失限制了农业与加工业的融合；

2、产业链条不完善：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形态尚未形成，

产业之间互联互通性差，融合程度较低；

3、土地利用与流转矛盾：生态岛建设与农业设施用地

存在矛盾，影响土地流转；

4、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足：需要提升农产品的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新媒体营销等方式进行推

广；

5、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种农文旅结合不足：需开

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路线。

――――――――――――――――――――――

※建议※

1、崇明在推进生态岛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农业、旅游

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通过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

基地和现代农业产业形态，以及发展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

产业。此外，崇明还应积极引入大企业和集团参与生态岛

建设，形成深度融合的合作体系。从而提升崇明的生态环

境质量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

2、保障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实施“三产融合”的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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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支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通过以奖代补、

先建后补、贷款贴息等方式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中

央和地方政府应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优先用于园区建

设。

（2）土地保障：强化产业园建设用地保障，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指标向产业园倾斜。同时，拓展设施

农业用地范围，解决用地难问题。

（3）科技支撑：支持园区内农业创新中心建设，推广

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和智能化设施设备，并开展农业科技

实用技术培训。发挥科研院校作用，提高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水平。

（4）政策集成：推进政策集成、要素集聚、企业集中、

功能集合，形成集聚效应。各地各部门要落实扶持优惠政

策，争取对入园企业的用地、用水、用电及税收等实行优

惠政策

（5）组织保障：建立专门管理机构，实施一体化管理，

确保园区正常运转。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园长责任制，强

化项目规划和建立优势产区产业园项目库。

（6）市场培育：支持园区主导产业农产品入驻知名电

商平台，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加强产销对接，

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支持绿色食品认证。

3、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三产融合”的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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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加强区域联动与合作、集聚先进科技和智慧

农业技术，打造研发、生产、交易等平台；以规模化、集

聚化农业生产为基础，建设大都市农业保供基地，并融合

三产建设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

（2）推动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开发农、林、牧、渔

等多领域功能，促进三产融合发展。引入国际花卉博览会

与全球花卉交易中心，建立花卉研发和产业基地，丰富相

关产业载体。

（3）加强农文旅深度融合：需加强统筹规划，推进农

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积极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家乐，有序发展新型乡村旅游休闲产品，

大力推进农耕文化教育进校园，引导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

参与农业科普和农事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