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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编者按：松江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部，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近年来，在全力
推进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国家战略重要平台建设的同时，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按照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对松江的重要指示，围绕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有关推进

“高质量乡村振兴”的要求，松江的乡村振兴工作激发出蓬勃动能。

春回云间大地，点亮希望田野，放眼云间沃土，以科创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壮
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完善农业产业体系，持续推动绿色农业发展。松江全力实施
的乡村振兴战略不断迈向纵深，依托资源禀赋，创新发展生态，培育兴农专才，一条
具有松江特色的超大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之路向前延伸着。

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深化农业产业结构

上海松江区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走出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之路
■ 本报记者 何秀芳 特约记者 刘芮孜杨舒涵

“从前拽耙扶犁，如今我们机农结合，依
靠科技手段实现了耕收全程机械化。”提起亲
身经历的耕作变化，家庭农场主曹林坤的脸
上写满了骄傲。

曹林坤是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源村的一位
农民，也是当地首批家庭农场主之一。这些
年，他经历过农民手工劳作的艰辛，也尝到了
农业机械化带来的甜头：承包了400多亩水稻，
组建了农机互助点，靠着种粮和农机服务的双
份收入，他的家庭农场一年可进账60余万元。

这样的变化，得益于松江推广的家庭农场
模式。从2007年松江开始探索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到2013年家庭农场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再到2020年成为《上海市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条
例》立法源发地，松江家庭农场这一现代新型
农业经营模式，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

逐渐实现了生产发展、农民增收、生态改善和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超大城市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典型现代农业模式。

无独有偶。储技锋是叶榭镇井凌桥村的
家庭农场主，承包了183亩水稻田。两年前，他
毅然辞去外企工作，回村当起了农民。在他看
来，在松江做农民虽然辛苦，但“收入不错，很
体面。”对于这片土地，他是有情怀的。他说，
自己作为“80后”，肩上是有责任的，“应该承上
启下，继承老一辈种田的经验，发挥自己阅历
丰富的优势，做好、做大、做强现代都市农业。”

截至目前，松江区共有像曹林坤、储技锋
这样的家庭农场 844 户，其中机农一体 652
户，占比约为77.25%。经过多年发展，松江家
庭农场生产经营模式日趋稳定，逐渐走向规
模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道路，已然成为上

海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在巩固家庭农场模式的基础上，松江不

断改革探索，2020年首创优质稻米产业化联
合体，建立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带动家庭农场
的“组团模式”，利益联结机制更加紧密，有力
地推动“卖稻谷”向“卖大米”转变，带动了农
民增收，保障了粮食安全。目前，全区已建立
稻米产业化联合体 14 家，带动家庭农场 300
余户，户均增收5万余元。在最新的上海农产
品品牌指数影响力中，“松江大米”位列第二。

同时，松江区还大力推动龙头企业惠农
带动发展。松林集团2007年起布局种稻与养
猪相结合的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模式，目前已
与 108家粮食家庭农场达成合作，其中，种养
结合家庭农场达到 91户。种子、饲料、肥料、
防疫以及出栏销售均由松林集团负责，农户
只需要承担生产管理的人工成本，经营风险
低，收入有保障。数据显示，实行种养结合型
家庭农场平均收入为 29万元，比纯粮食生产
型家庭农场增收近1倍。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每年 9
月份，稻谷飘香时节，松江区浦南村镇广袤的农
田上处处呈现丰收景象，一台台收割机开足马
力，将“国庆稻”揽入“怀中”。而位于小昆山镇
万亩良田现代农业示范区旁的大米加工厂，以
国际一流品牌大米加工流水线设备及烘干机，
随之将稻谷加工成大米，端上市民饭桌。

近些年来，松江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加快推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不断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其中，自2007年探索实践家庭农场发展模式
以来，经过不断完善和提升，至今已建立了以“松江
大米”地理标志和“松林猪肉”上海名牌的优质稻

米、优质猪肉的两条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体系。
“松江大米”作为上海市唯一的稻米类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种子繁育到种植、收获、烘
干、加工、销售，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并涌现出
一批加工龙头企业和优质大米品牌。此前成功
育成“松早香1号”和“松香粳1018”两个优质水
稻品种，其中“松香粳 1018”荣获第二届全国优
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粳稻）金奖。去年，“松
江大米”专属品种又添新成员，自主选育的“松香
粳1855”新品种已于2022年成功通过品种审定。

以“龙头企业+规模化养猪场+种养结合家
庭农场”为生产模式的松林集团，形成种猪繁

育、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并获得
上海首张生猪养殖绿色食品证书，“松林猪肉”
被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松江一往无前的农业
改革脚步。松江践行大食物观，在确保农产品稳
产保供前提下，不断优化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完善和推广“成蟹+六月黄”黄浦江大闸蟹
养殖“松江模式”，推动河蟹养殖产业提质增效。
探索出种养结合、“稻+秋冬菜”、“小番茄+绿叶
菜”等多种高效模式，都市花卉、特色蔬果、精品
水产等优势特色产业加速发展。

2022 年优质水稻种植面积达 8.2 万亩，占
比 54.1%。“松江大米”“仓桥水晶梨”“松林猪
肉”“黄浦江大闸蟹”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全
区经工商注册的农业类商标达34个，本地特色
农产品品牌化销售率达到70%。

农业产业体系不断优化完善2

从大米、蔬菜到水产、猪肉，来自松江的各种
名优农产品，不仅丰富了沪上市民的米袋子和菜
篮子，也以绿色品质，保障着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最新一期农业绿色发展指数排名中，松江区
以总得分88.24分位列全国第一，其中的绿色食
品认证率，在“十三五”期间由 1.6%上升至
47.48%，增长近30倍。松江区获得此荣誉与过去
持续探索符合区域特点和地方特色的绿色发展
模式，着力发展高质量都市绿色农业密不可分。

自 2019年松江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名单，近年来，松江区认
真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
理念，开展水稻绿色防控技术、生猪无抗养殖、
渔业池塘循环流水养殖、蔬菜农机技术四方面
试点，探索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实现农业生产的

提质增效。
产品“绿”不“绿”，关键在原料。“我家养的

猪吃的是纯天然的饲料，还有技术人员按照科
学配比给它们补充有机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
肉质鲜美又健康。”在泖港镇李春风家的种养结
合场，养殖方式全程机械化的同时，也遵循着绿
色养殖标准，饲料喂养严格把关，在让猪“吃饱”
的同时，解决了“吃好”的问题。

猪舍卫生环境要求更高，生产产生的粪污
发酵还田，充分实现生态循环。近期松江区疾控
中心按照饲料“禁抗”、养殖“减抗”的目标要求，
在李春风的种养场开展了无抗健康养殖试验，目
前试验顺利推进中。“无抗生猪养殖”试验是松江
区先行先试绿色农业科技项目之一，与水稻绿色
防控农药减量技术、池塘循环流水养殖技术、绿

色田园蔬菜示范园农机技术试验，共同支撑起绿
色发展先行先试技术体系，这也是松江区夯实绿
色农业发展“底色”的有力举措之一。

“绿色农业”取得长足发展的背后是完善的
体系支撑和科技支撑。据悉，松江区农业农村委
以“绿色认证”和“绿色基地创建”推进农业标准
化，并对农业投入品实行绿色农资实名制一体化
运营，规范开展绿色农药采购、销售、连锁配送、
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等管控服务，提升绿色农药
管控实效；整合各类数字农业系统，为绿色农业
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农产品实行电子化追溯，规
模化蔬菜基地电子化追溯做到全覆盖，提升全区
农业绿色生产能力。

接下来，松江区将继续延展农业产业链，鼓
励业内影响力强的优质农业加工企业及龙头企
业，培育本地优质农业加工类企业，形成区域化规
模效应和集群效应。同时，进一步优化绿色产品
的产销环境，提升知名度和附加值，多元化推动市
场与品牌绿色农业的有效对接。

农业绿色发展不断深入推进3

空无一人的稻田里，数台无人
机、无人农机“空地协同”有序作业，
自主给水给肥，精心照顾着田里的水
稻，构成了田间地头长出“高精尖”的
独特风景线。新浜镇“土是宝”农场
这处“无人智慧农场”的奥秘，便在于
上海移动 5G专网及 5G北斗高精度
定位等技术搭建起的高效云平台、农
业基础数据测绘建模以及农具装备
数智化改造等高科技助力。

“我们联合松江区农委、土是宝农
业合作社打造了5G智慧农场，运用5G
农业专网、5G边缘计算、5G北斗高精
度定位等多项新技术，推进信息技术与
农机农艺融合，助力耕种管收全流程向

‘少人化、无人化’管理升级，助推上海
乡村农场的数字化转型。”上海移动松
江分公司副总经理朱春辉介绍，在“土
是宝”农场，上海移动架起了高品质5G
农业专网，并利用中国移动5G北斗高
精度定位系统在田间乡道上空完成高
精度空间数据采集，建立起数字化的底
层模型，为农机自动驾驶、无人机喷洒
作业提供自动地图导航支持。

数字乡村建设大力推进，一批批掌
握数字技术、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
变身“新农人”，投身农业农村发展。手
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带货成为“新农
活”，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一道新风景。

去年 10月，首届“G60桥头堡三
农电商训练营”在新浜镇文华村的

稻梦空间农创基地开营，训练营融
合各类高效、实战、综合的培训内
容，助力农户掌握新技术，拓展新渠
道，推动新浜现代农业发展。

“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已影响各个
行业，农业也不例外，现场有谁平常
会用视频平台推广自家产品……”来
自松江的家庭农场主、合作社负责
人、乡村创客、农业企业管理者等农
业从业者汇聚农创基地，一堂实践
性、趣味性俱佳的农业类短视频应用
讲解课正在这里火热开讲。据了解，
此次训练营融合理论学习与实际操
作，围绕短视频应用、产品卖点提炼
以及带货方法等内容，为农户们带来
丰富的电商直播“干货”。

“通过学习，希望学员们可以全
面了解直播及短视频行业情况，掌
握新技术、拓展新渠道，努力成为本
土‘三农电商’创业达人。”新浜稻梦
空间农创基地负责人林阳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
振兴，离不开农业现代化。”近年来，松
江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村数字
化建设，以点带面，在农业农村数字化
转型和产业驱动领域积累了一定的理
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围绕全国农业科
技现代化先行区建设，积极推进农用地
管理“一张图”、农业经营主体管理“一
个库”、数字农业“一张网”建设，实现农
业数据资源和农用地图的共享应用。

近年来，松江区在擦亮农业这张
亮丽名片的同时，也在积极吸引国有、
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已与
国盛、光明、临港集团等国有企业和奥
园等民营上市企业开展合作，打造了
一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项目，

“产业兴旺”迈出坚实的步伐。
每到周末，位于叶榭镇兴达村的

八十八亩田休闲农庄就迎来源源的客
流。几年前，负责人朱燕返乡创业，在
位于虹洋公路旁的公益林旁依林就
势，建起了世外桃源般的乡村民宿，村
民闲置的房屋、田间种出的大米等土
特产，都在朱燕这里点石成金。

作为第一家拥有“身份证”的民
宿，“八十八亩田”依托自然村落资源
和农耕文明，挖掘产业特色，在改善
农村环境风貌的同时，盘活存量资
源，提升农业产业的附加值。背靠乡
村振兴战略，“001号”民宿的出现，也
为更多农村屋宅提供了广阔思路。
2023 年开年，叶榭镇松江民宿“002
号”“茂盛山房”顺势而成。

各式民宿在浦南小镇聚集，乡村
传统风貌有了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与此同时，松江区加快出台乡村民宿
工作机制、民宿建设发展方向等相关
政策文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
供重要抓手，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富有创意的环境设施改造和特
色项目的推出，是乡村旅游质量提升
的重要方面，而提升文化内涵，植入乡
村文化特色也能让乡

村游更富特色。春有牡丹采果蔬，夏
观荷花品荷宴，秋看稻浪庆丰收，冬赏
梅花泡温泉。新浜镇素有“沪上芙蓉
镇”“山歌马灯之乡”的美誉，近年来，
围绕“浦南绿色发展实践区示范镇”的
发展思路，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
的江南田园，逐渐形成“四季可游”创
新格局。

与此同时，新浜镇还通过出版
《寻着荷花到新浜》《墨香新浜田》《光
影芙蓉镇》和《铁笔抒乡愁》“荷香雅
韵”系列丛书，以文学、书画、摄影和
篆刻等方式讲述“新浜故事”；开办镇

“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让“戏
剧之乡”走得更远、传得更久；持续挖
掘陈云与松江地区农民史料馆等红
色基地文化资源，将红色旅游线路连
点成线，构建全域旅游大环线。

在石湖荡镇东夏村境内，从江浙
蜿蜒而来的斜塘江、圆泄泾两水汇
集，经横潦泾流入黄浦江，被命为

“浦江之首”。独特的水文化景观吸
引不少来自松江城区和周边的游客，
同时也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发
展。此外，游客还能在此体验直升机
观光、射箭、骑马等项目，景区周边的
田心米茶铺等餐饮配套也已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荡里浦江，有米有你”
体验之旅还入选了“乡村是座
博物馆”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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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不断丰富提升5

现代农业科技不断创新应用4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专题专题

乡村振兴年度考核连续两年位列全市第
一、乡村振兴群众满意度连续三年位列全市第
一、乡村振兴进步指数连续三年位列全市第
一，年度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全国第一……上海

市松江区近年来紧密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和基
础条件，紧盯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的发展目标，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聚焦浦南绿色发展实践区建设，

积极谋划推进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工作，推动农
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全区农业农村改革
发展取得了喜人成绩，多项工作走在上海乃至
全国前列。

““浦江之首浦江之首””获批成为国家获批成为国家33AA级旅游景区级旅游景区

松江区进一步发展松江区进一步发展““机农一体机农一体””农机经营新模式农机经营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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