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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用一整天时
间，深入金山、奉贤开展乡村振兴专
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征程上必须回
答好的重大命题。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用心用情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因地
制宜提高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坚持
规划指引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坚持
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不断
彰显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
会价值、文化价值，更好统筹城市美
和乡村美，绘就超大城市农业农村
现代化更加美丽的新画卷。
过去一年，上海乡村振兴工作

取得新成效，通过开展大调研摸清
现状和需求，找准短板和不足，出台
了一批行动方案和政策措施。各涉
农区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深化农
业农村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等方面积极开展新探索。金山区
朱泾镇待泾村、奉贤区庄行镇渔沥
村结合各自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
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带动集体经
济壮大、农民收入提高、村容村貌改
善，吸引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欣赏美
景、品尝美食、追寻乡愁。市领导在
两个村子边走边看，就乡村规划实
施、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等

作了深入了解，走进村民家中，关切
询问大家的感受想法，还有哪些困
难需要解决。村干部和村民们告诉
市领导，年年都能感受村里的新变
化，旅游搞起来，环境变好了，收入增
加了，不少年轻人回到村里工作生
活。陈吉宁说，背靠超大城市的上海
乡村大有可为，要积极探索创新体制
机制和组织形式，因地制宜、做深做
透乡村振兴的大文章。把壮大集体
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深挖潜力、汇聚资源，把富
民产业做起来，让增收业态强起来，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市领导来到金山区廊下镇的上
海松林生态农业园，在企业大数据
中心察看现代化楼房养猪场及“种
养结合”循环利用场景，听取现代化
种养技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等情况介绍，了解企业打造畜禽养
殖、大米、蔬菜全产业链，推动一二
三产深度融合的发展打算，希望企
业聚焦主业持续深耕，推动科技创
新与农业发展深度融合。充分发挥
农业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更好
链接市场、带动农户。相关部门要
深化研究，加快畅通物流渠道，减少
中间环节，打造生鲜冷链，做到时间
更短、价值更高、农民受益更多，让
市民便利购买更高品质的农产品。
在奉贤区庄行镇的新叶村群超

合作社，市领导走进工厂自动化水
稻育秧基地，察看合作社“种养结
合”循环农业和自动化育秧作业流
程，了解技术应用及市场前景。听
到年轻人开始在合作社担当主力创
新创业，市领导表示肯定。陈吉宁
说，对有意愿投身农村、回归农村的
年轻人，要多引导、多扶持、多关心，
让更多懂经营、懂管理、懂技术、爱
农业的复合型人才在农村发挥所
长、大显身手。要鼓励基层创新，抓
好复制推广，进一步打响农业品牌、
放大规模效应。
推进会上，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了工作汇报，
奉贤区委、金山区吕巷镇、青浦区金
泽镇岑卜村作了交流发言，与会同志
结合工作实际谈了想法建议。
陈吉宁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放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
大格局中谋划推进，充分发挥国家战
略集聚的改革优势，背靠超大城市的
市场优势，科技、人才、资金集聚的要
素优势，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高
科技含量的种源、装备和标准，提供
新鲜优质的高品质农产品，提供宜居
宜业宜游的生态空间、和谐和睦和
美的社会环境，走出一条超大城市
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陈吉宁指出，要做精做优做强

第一产业，走好高科技、高品质、高附
加值现代农业的路子，大力发展绿色

农业、有机农业、设施农业、精品农
业。依靠科技创新强农兴农，把农村
生产与城市需求更好链接起来，把农
业品牌、品质、标准加快立起来，推进
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更好支撑农
业创新发展。要推动一、三产融合发
展，把农业产业新功能、农村生态新
价值发掘好，把生态旅游、民俗文化、
休闲观光等业态发展好，积极发展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带动农民持续
增收、生活品质持续提升。

陈吉宁指出，要以城市总规为
依据，在做好郊野村庄规划基础上，
进一步细化详规，更好引领产业发
展、均衡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农村更
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通过科学
规划把农村风貌保护好，抓好《上海
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专项规
划》和“三师联创”机制落实，保护和
利用好古镇古街古村落的宝贵原生
风貌。通过科学规划把保留保护村
建设好，走好文旅结合、一三产融合
的现代化农村发展之路。要优化基
本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实际，不搞简
单“一刀切”，让服务功能有效覆盖、
科学共享、便利农民。

陈吉宁强调，要深入抓好农村基
层党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主心骨”
作用。常态化开展“四百”大走访，把
群众呼声回应好，把农村矛盾调处
好。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更好优环
境、提品质，推动形成发展新亮点。

要守牢安全底线，全面排查风险隐
患，加强电动自行车等安全治理。要
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各涉农区区委
书记要当好“一线总指挥”，各部门要
主动作为、跨前一步，出实招、解难
题。要加快培养造就大批热爱农业
农村、具有开阔视野、善于经营管理
的干部和人才队伍，选优配强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和村“两委”班子。要引
导国企、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为
农村赋能助力，提升农村集体经济资
源开发、市场开拓、品牌运营能力。
龚正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认

真抓好贯彻落实，加快促进乡村全面
振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乡村产业发展要更加注重提质，
抓好农业科技引领、农业投资促进、
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业新
质生产力，加快都市现代农业规模
化、科技化、品牌化发展。乡村建设
要更加注重统筹好各项任务，既兼顾
面上又突出重点，既重硬件又重软
件，推动更多“盆景”变“风景”。农民
增收要更可持续，围绕农民增加工资
性、转移性、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以
产业振兴和深化改革促增收，实现产
业发展联农带农，推动实施新一轮综
合帮扶“造血”项目。乡村全面振兴
要更加注重合力推进，结合实际创
造性开展工作，努力打造更多亮点。
市领导朱芝松、李政、陈宇剑

参加。

陈吉宁：更好统筹城市美和乡村美，因地制宜、做深做透乡村振兴大文章

绘就超大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画卷
用一整天时间深入金山、奉贤开展乡村振兴专题调研并召开现场推进会 龚正参加

楼房养猪
猪舍堪比“豪宅”
养猪，以往给人的第一个感官

印象就是：臭。而在金山区廊下镇
上海松林生态农业园的现代化楼
房养猪场，空气中却闻不到异味。
这里的2栋猪舍，有4层楼高。一
改人们以往对养猪场的固有印象，
这里的猪猪们“坐”着电梯，“住”进
了小楼房。
日日享新风，夏天吹空调，冬天

有供暖；吃着精心配比的营养餐，还
有机器人打扫卫生……为了让猪猪
们茁壮成长，猪舍的住房条件堪比
“豪宅”。先进的环控系统、通风设
备、降温设施等一应俱全，能够达到
除臭、除氨效果。人、猪、物、料等，
则有各自专用通道，完善的“防御体

系”，有效防止疫病入侵。
如今，松林楼房养猪场年出栏

8万头商品肉猪，相比传统养猪场，
可节约土地超八成。而它的精妙
之处，还不止于此。
打开养猪场的“数字管理面

板”，除了肉猪存栏数、饲料、用电量
等常规数据外，你还能找到发电量、
沼气产量、沼液产量、有机肥产量
等不少看似与猪无关的信息。原
来，这座养猪场还能利用猪的粪尿，
经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用来发电或
是“变身”天然气。在科技赋能下，
这座集约化、智能化的养猪场，不
仅节约土地资源，更讲究绿色低
碳，连废弃物也成了可以发电减排
的“宝贝”。
去年12月，由农场沼气转化而

成的天然气正式并网通气。数据

显示，两栋楼房养殖粪污发酵产生
的沼气，形成了每年约175万立方
米天然气，可实现销售收入455万
元。而提纯沼气产生的副产品二
氧化碳约150万立方米，则用于设
施大棚，相当于施了有机肥，产量
至少提高20%。

废弃物经过处理后，还能成为
有机肥。得益于生猪养殖，廊下镇
的有机水稻、蔬菜、水果等种植，也
多了“好帮手”——园区周边12000
亩农田，实现了“种养结合”生态循
环农业。廊下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2年，周边农户使用猪场有机肥
还田，可以减少化肥使用50%左右，
每亩减少化肥成本300元。2023
年，与松林签约的绿色种养循环项
目沼液有机肥还田亩数为12000亩
左右，可增加农户收益360万元。

育秧基地
各参数自动调控
走进位于奉贤区庄行镇的新

叶村群超合作社，一整套立体机械
化育秧设备约有5米高，着实让人
有些震撼。约十层机床上，整齐分
布着1500盆秧苗。
“这里原本是玻璃温室，现在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工厂车
间’。”合作社负责人顾永豪告诉记
者，这座育秧工厂的亮点不仅在于
整套的机械化设备，更在于能够通
过数字化系统，远程控制温度、湿
度、光照等。如此，技术人员便可
根据农作物生长的最佳需求量，调
整环境参数，实现自动化育秧。

相比传统的人工育秧，工厂自
动育秧的步骤从8步减少到2步，

所需劳动力也相应减少。“比如，传
统育秧需要经历制盘、暗化等步
骤，也就是将秧苗搬运到完全黑暗
的环境中，等出芽后再搬出来。现
在我们的‘车间’可以直接调节光
照，也就省去了搬运的步骤。”顾永
豪介绍，以前一到搬秧就要10人左
右，现在所需工人数量已经减半，
未来还有望减少到2—3人。此外，
这种育秧模式出苗整齐、秧苗矮
健、利于移栽。
顾永豪介绍，今年2月，这套多

层循环运动式育苗机械化设备刚
刚建成。“我们如今看到的这批秧
苗，也是水稻育秧的首次大规模应
用，相应数据还需要进一步测算并
完善。而除了水稻之外，这座车间
还可以培育麦苗、菌菇等。比如，
麦苗生长周期比较短，它们在25-
30℃最快生长，7天就能长大；菌菇
则需要保持环境湿润，不需要光
照，适宜温度在21℃左右。”
如此大型的机械化设备，在能

耗方面是否有所增加？顾永豪介
绍，设备所在的玻璃大棚采用光伏
发电，白天用电维持温度的同时加
热水箱，晚上用水泵进行热量置
换，工厂启用期间基本不会出现耗
电量增加的情况。

2000年出生的顾永豪，是一名
标准的“00后”新农人。在奉贤庄行
土生土长的他，从小就看着父辈养
兔插秧。从原来觉得干农业“又苦
又累”，到渐渐萌生兴趣，顾永豪慢
慢对农业有了新的思考。就读于机
电专业的他认识到，机械化、信息化
可以帮助合作社更进一步，于是积
极投身创新，发挥自己所长。
“上海寸土寸金，农业用地更

是稀少珍贵。”顾永豪说，“我们希
望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创造更
多的价值。” 本报记者 杨洁

猪猪住楼房 苗苗睡机床
——记者探访金山奉贤两座“农业工厂”

■ 金山区廊下镇松林生态楼房养猪场猪舍情况 ■ 在奉贤自动化水稻育秧工厂里，秧苗已露出尖尖角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
兴的重中之重。上海要做
精做优做强第一产业，走
好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
值现代农业的路子，大力
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
设施农业、精品农业。

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
振兴之路上，位于金山、
奉贤的两座“农业工厂”，
或许能够提供可以借鉴
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