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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
作的中心任务，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
民。聚焦项目上争，持之以恒推进“五区”
建设，加快国家级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
验区、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县、国家级渔
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项目、国家级农业绿
色发展先行区、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项目的申报及建设工作。目前高邮大虾
产业项目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渔业绿色
循环发展项目，争取到中央资金1亿元，
成为江苏唯一入选地区。甘垛镇（黄羽肉
鸡）入选2025年农业产业强镇拟立项项
目。聚焦集体增收，强化制度执行，不断
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水平，盘活农村
集体资产。2024年全市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达4.168亿元，增幅10.99%。全年村级
工程项目交易量3099宗，交易额1.57亿
元。农村产权年交易量6314笔、交易额
9.5亿元，溢价0.42亿元，溢价率4.7%，年
交易额位列扬州第一。聚焦人才培育，坚
持生产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农民素质素
养协同提升，扎实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
作，2024年全市共举办水禽生态养殖、乡
土人才农产品电子商务等类培训班20
期，培训农民2320人，高邮红心旺食品有
限公司获评第一批全国县级优质农民田
间学校，高邮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获评扬
州市级田间学校。切实用好乡村振兴教
育培训基地，不断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2024年，
全市新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27家，新登
记家庭农场85个，新认定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7家，其中振扬米业获批认定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农业农村局深耕“三品”“三新”工程，聚焦聚力“五区”建设，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
农业生产稳步上扬，2024年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78.72亿元，增加值111.5亿元，可比价增长3.8%，位列扬州第一。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获批国家级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等国字号项目，获农业农村部“三品一标”典型案例、国家地

理标志商标等一批“国字号”荣誉。美丽乡村焕发新貌，建成启用高邮市乡村振兴教育培训基地、邮农甄选品牌馆，上榜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0个。

聚焦“3+3”农业现代化产业,
彰显农业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加强重大
项目建设，近两年，我市立足“3+3”
农业现代化产业发展需要，动态完
善招商图谱，累计开展农业招商活
动77场次，招引亿元项目31个。
实施农产品加工类、高技术农业、
生产类等农业重大项目35个，总投
资额达15.37亿元。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积极构建“双核驱动+东西双
园”的集群化发展格局。农科园以

“科技”为导向，全面建设扬州大学
（高邮校区）二期工程，推进扬州大
学（高邮）种子创新研究院、中国农
业大学高邮研究院等科创平台落
地，“扬大康源乳业生态智慧牧场
解决方案”获全国智慧农业建设典
型案例。“四河四路”乡村振兴示范
区围绕特色产业发展，聚力打造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
园。甘垛、龙虬食品产业园以特色
农产品加工、休闲食品加工、冷链
物流产业为发展重点，培育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沃土。加大农文旅融
合力度，成功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
高邮专场活动、2024苏韵乡情乡村
休闲旅游宣传月活动，拥有“湖上
花海”“马上乡见”“龙虬邮约”等乡
村特色品牌，全市休闲农业接待游
客超310万人次，营收近5亿元，建
成运营“邮农甄选”品牌馆，入驻农
产品13类106品，销售额突破480
万元。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
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产”和

“生态”协调，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农业
生产全过程。以水产养殖业现代化发
展为目标，成功立项国家级渔业绿色循
环发展项目，为江苏省内唯一入选项
目。2024年完成池塘标准化改造1.19
万亩，建立水稻绿色高产高效丰产片
13个，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5%，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98.5%，废旧农膜回收
率达 93.4%。累计获批“二品一标”品
牌农产品 90个，其中绿色食品 76个、
有机农产品 12个，绿色优质农产品比
重达 95.84%，居全省领先水平。坚持

“面子”与“里子”并重，同步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和文明乡风培育。开展高
速高铁沿线农业生产用房改造。积极
推进“三荡河”扬州市级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示范化片区建设，创成省级特色田
园乡村 2 个、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0
个，新建提升绿美村庄6个。创新“多
元议事网”，创设“圆桌议事”，大力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坚持

“科技”和“改革”驱动，不断培育和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扬州大学共同实
施“省级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创建

“揭榜挂帅”项目，投入财政资金585万
元，实施项目 24个。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扬州大学（高邮）种子创新研究院成功
揭牌，全市累计获评省级特色优势种苗
中心（企业）20家，种业产值达12.35亿
元。建成省级科技小院3个，打通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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