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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7月 11日

苏区振兴十周年 赣州农业谱新篇

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自 2012年 6月 28日，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
台实施以来，赣州农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农业生产力不断提升，
现代农业阔步前进，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积极探索
出具有赣南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奋力谱写了农业发展新
篇章。

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农业基础地位更加稳固。
一是农业经济总量大幅提升。抢抓历史机遇，大力实施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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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攻坚战，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将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积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经济总量
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2021年，全市实现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696. 58亿元，比 2011年的 375. 09亿元增加 321. 49
亿元，增长 85. 71%，年均增幅为 6. 39%；实现增加值 427. 52
亿元，比 2011年的 234. 55亿元增加 192. 97亿元，增长 82. 27%，
年均增幅为 6. 19%。二是粮食生产保持平稳态势。“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坚持粮食安全底线不动摇，全力稳住
粮食生产“基本盘”，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保供稳价能力持续
增强。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76. 92万公顷以上，粮食总产
量稳定在 252万吨以上。2021年，全市粮食生产超额完成省定
任务，实现“十八连丰”。

二、农业产业结构更加协调，农村经济实现全面优化升级。
一是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大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实现由单一种
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
农林牧渔业结构日益协调合理。2021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696. 58亿元，其中林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
为 10. 68%，比 2011年提高 4. 58个百分点；农林牧渔服务业占
4. 03%，比 2011年提高 2. 12个百分点。二是农村经济成分趋
于多元化，农业与非农业产业的结构更加协调。注重农业产业
化发展，积极引进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城郊新型农业，着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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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大力实施“互联网+农业”，促进农
业产业高效发展、农业企业提质增效。其中农产品加工业不断
壮大，2021年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 421家，主营
业务收入达 316亿元。电商产业势态迅猛，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赣州是全国首个电子商务进农村全覆盖的设区市。

三、现代特色农业蓬勃发展，更加有效助力赣南乡村振兴。
一是蔬菜产业快速发展。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和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持续推进蔬菜产业提升计划，将蔬菜产业
打造成推动现代农业升级、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富民主
导产业，实现了规模上从小到大、方式上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蔬菜播种面积由2011年的10. 71万公顷增加至2021年的14. 64
万公顷，产量由 2011年的 241. 84万吨增加至 2021年的 414. 87
万吨，单位面积产量由 2011年的 22. 58吨/公顷提高到 2020
年的 27. 94吨/公顷。二是油茶产业提质增效。出台实施了一
系列奖补、融资等扶持政策，积极开展低产油茶林改造，大力
发展油茶生态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山茶油成为赣南老区人
民的“致富油”，“赣南茶油”已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连续 4年荣登“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百强榜”，品牌价值达
66. 85亿元。资料显示，截至 2021年底，赣州油茶林面积达
20. 41万公顷，其中新造高产油茶林 9. 4万公顷，油茶林总面
积较 2011年的 11. 34万公顷增长了 79. 98%。三是富硒产业未
来可期。近年来，赣州立足资源优势，通过开展地质调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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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富硒产业规划、培育富硒农产品品牌等方式大力发展富硒产
业，全市富硒农业产业实现较快发展，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目前，全市圈定了富硒农业产业发
展区 154处，面积 6. 25万公顷，立足“蔬、果、油、粮、畜、
禽、特”等优势产业，以“硒＋X”的模式推进富硒产业发展，
创建了于都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等一批富硒农产品生产基地，
培育推出了富硒高山梯田米、富硒脐橙、富硒茶叶等 10多类
近百种富硒产品，培育涉硒农业经营主体近 400家。2021年，
全市富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200亿元，成为推动赣南老区人民
增收致富的新引擎和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市住建局：十年振兴砥砺奋进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2012年 6月 28日，《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十年来，全市住建系统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的理念，着力加快赣州新型城镇化发展步伐，全
市城乡面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加速城市建设取得历史性成效。紧紧围绕“建设省域
副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做大做强中心城区，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十年间，我市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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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从 331. 55万人增加到 505. 99万人，城市人口净增
174. 44万人，为全省最多；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39. 34%提高
到 56. 35%，年均增长了 1. 7个百分点，是我市城镇化率提升最
快的十年。2018年我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 50%，全市
城镇人口首次大于乡村人口。中心城区昂起龙头。发挥好中心
城区龙头带动重要引擎作用，推动中心城区不断做大做强，助
力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赣粤闽湘四省通衢区域中心城市。十
年来，南康撤市设区、赣县撤县设区，高标准建设蓉江新区、
高铁新区、三江口片区，中心城区实现了组团式发展，五区联
动发展的新格局。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由 85. 23平方公里拓展
至 208. 4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 72. 75万人增加至 207万人，
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能力显著增强，加快推进中心城区快速路
建设，全力拉开城市框架，中心城区五区加快实现互联互通。
五区规划“四横六纵”快速路网 254公里，其中新建快速路约
169公里，远期绕城公路改造为城市快速路约 85公里。目前已
建成使用迎宾大道快速路等 6条 50. 3公里快速路，中心城区
已初步构建了“一环三连”快速路系统。城市功能品质显著提
升。坚持“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明增长”的“四
精”理念，紧紧围绕省委对赣州提出的打造新时代第一等城市
功能品质，全力推进城市功能的完成和品质的提升，城市基础
设施和公共配套服务更加完善，城市居住环境更加优越宜居。
十年间，全市城市道路长度由 1782公里增加至 4881公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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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积由 3380万平方米提高至 9148万平方米，城市道路长度
和道路面积分别提高了 174%和 171%；全市城镇供水能力由
96. 22万吨/日提升至 209. 5万吨/日，城市自来水普及率
99. 02%，城镇用水安全更有保障；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由
28. 25万吨/日提升至 76. 5万吨/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96. 1%；新（改、扩）建城市各类公园 168个、新增公园绿地
面积 2467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4. 94平方米/人。

二、改善居住条件取得历史性成效。聚焦群众对更好居住
条件、更美人居环境的期盼，从群众最关心的住房问题入手，
多措并举改善群众居住生活条件。十年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由 30平方米提高到约 50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0平方米，高于小康的标准，基本实现
了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历史性转变。住房品质提高。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促进房地
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十年累计新增商品住房面积 7088
万平方米，住宅小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智能家居、监控系统、
楼宇自控系统等逐渐进入小区，居住环境更加卫生、安全、舒
适。园林绿化、公共空间、配套服务智能管理日益对标高品质
完整社区标准，用好用足住房公积金，支持群众购房需求。十
年来，共办理住房公积金住房消费提取 265. 83万笔，金额
156. 25亿元；积极为 8. 92万户缴存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
贷款 333. 74亿元，支持职工购房面积 1114. 4万平方米。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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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完备。积极打造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多方面保障困难群
体、城镇低收入群体、新市民及各层次人才的住房需求。实施
了公租房、人才住房、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棚户区改造、老旧
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等重大惠民工程。十年间，全市累计
新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 19万套，惠及近 32. 1万人；着力抓好
人才住房建设，2017年开始率先在全省实施人才住房建设和商
品房配建人才住房政策，累计筹集人才住房 9. 27万套，解决
了约 5. 26万户人才的住房后顾之忧；完成各类棚户区改造
24. 85万户、2374. 59万平方米，约 82. 75万困难群众“出棚
进楼”；新增分配公共租赁住房 9. 42万套，帮助 31万城镇困
难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老旧小区更新。自 2017年率先在全省
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全市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666个、
惠及群众 14. 35万户，往日一大批设施老旧、房屋破败、公共
管理服务落后的老旧小区通过改造，发生了美丽的蝶变，成为
功能完善、环境整洁、管理现代的新时代美丽家园。聚焦解决
群众“上下楼难”问题，2019年我市在全省率先推动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在全省首创“双三分之二”申请、一站式联合审批
等机制，成为全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政策模板，截至目前，
全市已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305台。

三、改造村镇面貌取得历史性成效。坚持城乡统筹发展，
完善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扎实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力推进特色小镇创建、示范乡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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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镇建设行动，村镇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了有力的村镇支撑。农村住房条件极大改善。《国务
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以
来，在国家部委的鼎力支持下，累计下达赣州农村危房改造指
标 45. 2万户，安排补助资金 56. 02亿元，赣南老区 69. 52万
户、近 300万农村贫困人群告别了低矮破旧、透风漏雨的危旧
土坯房，住上了安全的放心房。聚焦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推
进农村危房改造，强化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6. 01万户，全面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的任务。
乡镇建设旧貌新颜。在全省率先启动示范镇建设和乡镇建设三
年行动，以特色小镇创建、示范乡镇建设为抓手，以点带面，
示范引领，全面铺开，探索出一条革命老区村镇建设发展的新
路子。十年间，成功创建了大余丫山运动小镇、南康家居小镇、
龙南虔心小镇等 33个特色小镇，大余丫山运动小镇经验做法
在 2019年全国特色小镇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推广，打造了信丰
大塘埠镇、全南南迳镇、石城赣江源镇等 35个示范乡镇。历
史文化魅力绽放。积极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
历史建筑和传统建筑挂牌保护，全市现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12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
数据均居全省前列。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 5个，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 70个，已公布历史建筑 972
处，瑞金市被确定为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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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全市历史文化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历史文化传统风貌
在保护中利用，在活化利用中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感恩奋进 真抓实干
兴国县推动振兴发展取得喜人成就

2012年以来，兴国县积极抢抓国家实施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振兴发展战略有利契机，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
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感恩奋进、真抓实干, 推
动振兴发展取得喜人成就。

一、产业升级迈出新步伐。三产比由 2012年的 25. 4：47. 9：
26. 7，优化调整为 15. 9: 32. 4: 51. 7。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全县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为 91家，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工
业用电量增长 45. 7%。持续做大“1+2+N”产业集群，电子信息
企业突破 65户，产值达 18. 2亿元；恒海洗水产业园加速落地，
纺织服装产业基础配套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规划建设万亩新材
料产业园，新材料产业破题发展。智慧终端产业园、新能源汽
车产业园、南区城市综合体等加快推进，园区承载能力显著增
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蔬菜、油茶、脐橙、肉牛、灰鹅等特
色产业竞相发展，芦笋、脐橙、咸鸭蛋等富硒农产品通过国家
认证。建成设施蔬菜 2. 32万亩，富硒芦笋面积达 2322亩，获
评全省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粮食生产先进县、耕地保护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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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县。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兴国段）、
红兴谷等文旅项目有序推进；《苏区干部好作风》等 18套精
品课程全面推出，成功承办人民军工创建 90周年系列活动。
长征超级 I P系列文创产品《长征先锋》在央视、卫视、网络
平台播映。

二、基础设施实现新改善。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发展基础
愈加夯实。交通区位优势凸显。兴泉铁路、昌赣客专、兴赣高
速等建成通车，兴国至樟树、至桂东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列入
上级规划，建成高速公路 145公里、国省道 416. 6公里，“四
纵四横”交通网基本成型。能源保障更加有力。投入电网改造
资金 6. 1254亿元，建成 220千伏变电站 1座、110千伏 4座、
35千伏变电站 12座。大水山、莲花山、云峰嶂风电场并网发
电。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实现城乡全覆盖，西气东输三线兴国段
建成通气，兴国分输站及对接门站具备通气条件。水利设施
有效改善。长冈灌区、长龙灌区渠道改造顺利实施，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 57座；洋池口水库城市应急备用水源项目进展
顺利；新建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558处，解决不安全饮水人口
40. 15万人。

三、民生事业得到新发展。坚持将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以
上用于民生改善，一大批突出民生问题得到解决。教育事业优
先发展。新改扩建校建项目 1175个，改扩建校舍面积 102. 1
万平方米、改造薄弱学校 233所，全面完成农村薄弱学校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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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公办幼儿园从无到有，民办幼儿园规范有序发展；教育
城域网覆盖达 100%，被评定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医疗水平不断提升。
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集中隔离医学场所规范分类
管理做法在全市推广。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妇保院完成迁
建，294所村卫生室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全面提升，县域内就诊率调高到 98. 7%。社会保障扎实有力。
全面落实稳就业政策，新增城镇就业人口 4. 18万人、公益性
岗位 1292个，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1. 086亿元。提升改造
全县 26个乡镇养老院，建成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和 178个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田庄上养老中心入选全国公办养老机构改革优
秀案例，夕阳红老年公寓获评全国首批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
协同服务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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