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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我区农业发展的提案

提案人 王云秋

问题及分析：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

农业是致富的好路子，要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让农业经营有

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那么我们就应该用现代化产

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

引领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农业经营主体“小，散，乱”问题有待突破。目前农民专

业合作社空壳化，不规范的现象比较严重，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小，散，乱”现象较为普遍，综合能力不强，生产主体的组

织化，规模化程度偏低。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例，从事经济

作物生产的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种植大户等生产经

营主体规模化种植由于分散生产经营，产品相对单一，总产量

较小，生产主体与市场衔接不足等，品牌不响，大众化项目较

多，精品化项目较少，项目普遍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强，生

存堪忧。能够产生效益，持续盈利的没有多少。能形成产业集

群，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便更少了，阻碍着品牌化建设和

产业融合发展的进程。

建议：

1.改变农民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让他们接受新的技术

和教育，大力培养乡土人才，特别是致富带头人和农村的实用

人才。这样才能根本上改变农业现状，才能更快的提高农业的



2

生产效率。

2.分阶段对农民进行免费教育培训，让每个人都成为职业

农民，我们可以开展新型农民的培训，实用人才的培训。让农

户走出去，或把老师请进来，还可以开展一些走进田间地头，

到龙头企业基地实地培训，让农户更贴切感受种植技术。

3. 每个乡镇的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通过为农户

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把他们带入市场，也可以通过

发展订单农业的形式来保证他们的基本收益，发展连片种植，

实现规模化。

4.通过股份合作，实行保底分红来实现利益连接，这种最

关键的是要解决好利益连接的机制，就是要让农民能够从产业

的发展中分享到增值收益。农业的扶持政策要把这些经营主体

带动农户的成效作为重点的扶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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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我区农业发展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农村农业局

一、我区农业发展基本情况

今年以来我们按照中央、市、区工作部署，全力保障粮食

安全，稳定增加粮食生产面积，提高产量，不断提升粮食产能。

同时稳步增加蔬菜、油料等作物播种面积，保障重要农产品供

给，全面完成市级下达我区的粮食、油料、蔬菜等生产目标任

务。经农情初步统计，截止到 8 月底，我区已完成粮食播种面

积 12.8 万亩，大豆播种面积 6647 亩，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4440

亩，分别完成市级任务的 108.2%、141.4%和 115.9%。夏粮面积

3.6 万亩，产量 1.42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24.4%和 24%。完成蔬

菜播种面积 5.94 万亩，产量 11.44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7.96%

和 14.49%。农业科技成果应用不断增强。“水肥一体化”、“农作

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小麦一喷综防”、“测土配方施肥”等先

进实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 95%以上。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优良品种实现全覆盖。农机装备水平显著提升，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7%以上，综合生产能力

明显提高。同时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农旅融合等发展战略，

积极探索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二、促进我区农业发展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

（一）耕地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我们把稳定粮食生产作

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前提，严守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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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防止耕地“非粮化”，坚决制

止耕地撂荒。按照《房山区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工作方案》的要求，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严格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推动“田长制”落实落地。加大宣传督导力

度，引导广大种植户自觉保护耕地，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二）休闲农业不断发展。加大生态休闲农业建设力度，

通过筹划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精品农业旅游线路和农业观光

采摘园区建设等多项措施，拓展农业的农耕体验、科普教育、

休闲观光等多项功能，吸引更多城市消费群体走进房山。充分

发挥老田农业、颐景园、第零农场等一批农业基地的引领示范

作用，把休闲农业打造成我区现代农业的支柱产业。

（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得到有效推进。推动土地经营权

规范、有序流转，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流

转、土地托管、合作经营和订单农业等形式发展以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进一步激发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力。同时，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围绕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提供专业

化的专项服务和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

(四）农业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现代农业发展人才是

关键。一是我们积极鼓励能人回村、乡贤回村，出台支持政策，

广开进贤之路，引导各类人才投身现代农业建设。二是进一步

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把到

农村一线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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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农村工作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