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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 

第 43 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张燕红代表： 

您在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提出的《关于成立县

级农业科研创新孵化器、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第 43 号）

收悉。根据市政府办公室要求，该建议由市农业农村局主办，

玉山县人民政府协办。我们双方均高度重视，在办理过程中

通过面谈方式与您进行了积极沟通。现根据市农业农村局与

会办单位承办情况向您答复如下： 

科技孵化器作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集聚高层次人才创

业的重大创新载体，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

升产业园区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一、关于主要产业发展。一是五大主导产业发展，在打

造“稻米、油料、水果、蔬菜、畜牧、中药材、水产、茶叶、

农旅休闲”的九大产业的基础上，发展“稻米、油料、水果、

蔬菜、茶叶”五大主导产业，其中重点发展蔬菜首位产业。

现已形成布局合理的“六大产业、六大基地”。蔬菜产业：



重点发展以小番茄、辣椒为重点的设施蔬菜，推进蔬菜规模

化、标准化、设施化发展，重点破解设施蔬菜比重低，蔬菜

储藏保鲜能力不足等产业发展瓶颈。到 2025 年，全县蔬菜

播种面积稳定在 14 万亩左右，蔬菜总产达到 16.8 万吨以上，

综合产值达 7.0 亿元。稻米产业：大力发展优质大米、富硒

功能大米、有机大米等三大优势品种，到 2025 年水稻面积

稳定在 34 万亩以上。其中：含维生素 A“紫宝香糯”系列水

稻种植面积达 1.0 万亩，富硒功能水稻种植达 3万亩。油料

产业：推进高产油茶林新造、低产林改造、品牌建设，进行

重点打造。到 2025 年，全县新增高产油茶林 1 万亩，改造

低产林 5 万亩，茶林面积达到 33.7 万亩。茶叶产业：加快

发展“生态、绿色、有机”茶叶，到 2025 年，全县茶叶种

植面积达 4.2 万亩左右，总产达 0.07 万吨（其中名优茶 200

吨），产值达 2.0 亿元。水果产业：以做大做强区域特色果

业为目标，到 2025 年，全县水果种植面积达 7.7 万亩左右，

总产稳定在 5万吨以上，产值达 3 亿元。二是乡镇特色产业

发展，制定了乡镇“十大”精致特色产业发展目标：种植玉

山白玉豆 0.9 万亩、玉山香榧 1万亩、七彩小番茄 0.3 万亩、

玉山黑猪养殖 2000 头、青钱柳种植 1.5 万亩、紫宝香糯 1

万亩、绿色高效圈养鱼 352 桶、姜宅红糖甘蔗种植 0.55 万

亩、红美人柑橘 0.2 万亩、临湖大蒜等 0.5 万亩。重点在玉

山白玉豆、玉山香榧、七彩小番茄、玉山黑猪、青钱柳、紫

宝香糯、绿色高效圈养鱼、姜宅红糖、油茶、临湖大蒜等“十

大”精致特色产业生产的基地建设方面加大投入，扩大规模，



着力提升产业层次，突出建设“六大产业、六大基地”。三

是打造网红农旅农产品，先后出台了《关于扶持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推进“马家柚（信木柚）”

产业发展指导意见》、《玉山县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发展的扶持

意见》、《玉山县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意

见》、《玉山县关于加快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按照项目化管理办法，玉山县财政每年安排

预算资金对特色优势产业及其土地流转、品牌创建等进行奖

补。近年来，共投入资金 127 万打造 48 个益农信息社和 19

个农产品电商企业。 

二、关于发掘玉山博士县人才优势。一是扎实推进各类

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实施人才引进战略，发挥专业人才作用。

印发了《关于开展 2020 年玉山县柔性引才汇智工程政策兑

现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开展 2020 年玉山县本土人才提质

计划政策兑现工作的通知》文件。二是在已有的院士工作站、

博士工作站、博士服务站、等推进保障高层次人才科研、办

公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引导以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为单位成立博士工作站，引进高层次人才指导农业发展。

截至目前已成立“博士科研工作站”6 个，引进了高层次人

才 18 名。三是积极对接玉山在外高层次人才，宣传优惠政

策，邀请回乡调研，指导农业发展，玉山县农业农村局博士

服务站，已邀请对接教授和高级工程师 7 人。 

三、关于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一是开展“一村一名大学

生工程”，自 2012 年实施工程以来，共累计输送培育了 488



名，以农业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为主，占比 70%，其次

为农业经济管理，占比 10%，电子商务、现代农业技术（农

学）、会计各占 5%，其他占比 5%，学员以从事村级事务为主，

其次为农业经营主体或预从事农业经营者，群众占比 72%，

党员占比 28%。二是开展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基层农技

人员的补充主要路径为“三定向”毕业生及“三支一扶”转

岗、村官考录等的递增，其中“三支一扶”转岗、村官考录

的人员专业有大部分不与农技推广专业对口，2014 年-2022

年，通过“三定向”政策培养有 65 人，其中 40 人已到各乡

镇农业口就岗，尚有 25 人在学习。三是开展农技推广服务

特聘计划。2020 年已实施特聘计划，共招募了 20 名特聘农

技服务人员。高中文化以上的为 60%，男性占比 95%，主要

围绕绿色优质稻、双季稻全程机械化、农用微生物菌剂、箘

菇（香菇、竹荪）、茶叶产业、马家柚产业、中草药、地方

特色蔬菜、特种水产养殖 1人、经济作物等产业。 

四、关于给与土地政策扶持。一是规划引领发展注重各

类规划相互配合，在编制乡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因地制宜合

理安排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基

础设施，有效保障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二是通过复合利

用、土地综合整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方式盘活农

村存量建设用地用于满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需

求。三是农村集体土地的设施农业用地使用程序，玉山县已

将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设施农业用地交由乡镇（街道）备案，

明确了备案申报材料清单，并提供了备案申报表（样式）、



设施农业用地协议（模板）。 

下一步将从以下方面努力：一是强化政策支持。二是坚

持规划先行，突出发展重点。在做美乡村、做强景区、做特

滨湖、做精城郊、做优园区、做长线路方面下功夫。三是坚

持示范引导，突出优化服务。通过抓好休闲农业省级、市级

示范创建、最美乡村推介、星级企业评定等活动，发挥好典

型示范作用。四是坚持深挖内涵，突出品牌打造。开展品牌

创建、发挥引领作用。四是坚持深挖内涵，突出品牌打造。

五是开展品牌创建、发挥引领作用。六是积极开展人才培训。 

会同玉山县相关部门，提出如用地、示范创建、技术培

训等方面的计划。加快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助力乡村振兴。 
 

 

感谢张燕红代表对于农业农村工作的关注和建言献策。 

以上答复，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上饶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7 月 13 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室督查科 

联系人（姓名、职务）：余志高 乡村产业发展和市场涉

外科负责人 

联系电话：15932906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