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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农民市民化之路看农民市民化之路
跳出新郑跳出新郑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
初夏的南陵，到处是花香鸟鸣，秀丽宜人，宛如一颗镶嵌在长江下游的明珠。
去年三月份，南陵县被安徽省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确定为首批全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县。而该县大浦试

验区作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示范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步伐之快、之稳，让采访组不禁感叹。
几年前，大浦试验区还只是3个普通的小村庄，人口居住分散，基础设施滞后，农民收入和生活环境都不

容乐观。而今，这里相继获得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乡村”、“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全
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魅力新农村’十佳乡村”、“全国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基地”等“国字号”招牌。

从几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发展到大浦乡村世界，在这嬗变的背后，他们的做法是什么？他们的亮点在哪里？
他们有什么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带着这些疑问，采访组一行走进了这个美丽的乡村世界。

“政府引导、企业运作、村企共
建、政策创新、产业推动，这 20个字，
是大浦试验区的建设模式。”面对采
访组记者，安徽鲁班建设投资集团工
会主席魏建松侃侃而谈。

大浦试验区由安徽鲁班集团投资
建设。安徽鲁班集团是南陵本土成长
起来的集团型企业，产业范围涉及建
筑、房地产、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在不
断的实践中，安徽鲁班集团借鉴国内外
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逐渐探索出
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新路子，就是前面提到的20个字。

思路定下后，大浦试验区建设于
2006 年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建设
之初，这里的决策者们首先从土地入
手，因为只有将分散的村庄和农田通
过合理有效的整合，才能实现土地的

集约化，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魏建松告诉记者，在这个过程

中，对土地进行科学整理是重点，通
过整治，试验区新增耕地2090亩。

“新增耕地2000多亩？都采取了
哪些措施科学整理土地呢？”记者不
禁疑问。

“我们主要通过对试验区内耕
地、道路、沟渠等进行科学规划，对滩
涂地、宅基地进行整理、复耕，对农业
设施、居民点等综合规划建设，不仅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而且增加了耕
地面积，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魏建松说。

建设中，大浦试验区坚持以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标准，注重农
村生活习惯和农业生产要求，突出地
方特色和民族风情，体现节能、节地、

节材、节水等环保理念，通过土地整
治，规划建设的新型社区仅占地 480
亩，有老年公寓、多层、排屋等多种户
型供农民选择。社区内学校、医院、
幼儿园、警务室、农贸市场、污水处理
厂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你离群众有多近，群众对你就
多亲。”在大浦新村社区服务中心，记
者在大厅非常醒目的位置看到了这
句话，亲切朴实，瞬间便拉近了干部
群众的距离。

在该社区服务中心，记者还看到
了一些《南陵县村级全程代理服务项
目“十公开”具体内容》的宣传页，也
就是说，社会化服务窗口被下移到居
民身边，在这里，居民如需办理事项，
只需提供相关申报材料，工作人员便
可提供全程代理服务。

整合土地建新型社区

大浦现代农业技术中心驯化中心培育的新品种蝴蝶兰已成规模。

大浦试验区位于江南鱼米
之乡——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
许镇镇境内，205 国道旁，辖池
湖、龙塘和黄塘3个村，人口6900
余人，规划面积16平方公里。

大浦试验区由安徽鲁班建设
集团于 2006 年投资建设，是省、
市、县三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最
大的亮点是创新采用“企业资本
参与新农村建设”模式，有效解决
了新农村建设中资金、管理、市场
化程度不高等方面的制约因素。

作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试
点，大浦试验区以创新为动力、勇
于探索，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进行自主
品牌的创新。通过将一产的传统
农业向二产和三产延伸发展，同
时大力发展科技、低碳、循环农
业，实现现代农业、工业、文化产

业、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努力打
造现代农业发展品牌、生态旅游
品牌、农村综合改革品牌和新农
村建设品牌，实现了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土地集约化、发展持
续化的发展目标。

大浦试验区预计总投资40亿
元，共分为土地流转、居民安置点、
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农业项目、
观光农业等几个方面。已建成了
集科学普及、休闲体验、灾难教育
等功能于一体的中国农业自然灾
害教育体验主题公园、现代农业组
培中心、驯化中心、自动化育秧育
苗生产中心、3D影院、特色水果、
名优苗圃、周年化优质食用菌、
4000亩标准化良田等。

现在，大浦试验区示范带动
作用日益明显，获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现代农业助推新型城镇化C

每到夏季，大浦乡村世界海啸体验馆会吸引很多游客。

家门口就业促增收B

美丽的大浦乡村世界。

农民的住房以旧换新之后，生活
质量大大提高了。那么，他们的收入
有什么变化呢？

“农民的土地通过流转、征用、入
股等多种方式获得数倍于传统种植的
收入。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农民创业、
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收入也随之大
大增加。”魏建松说，原来的大浦农民
以水稻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收入来
源较为单一。随着大浦试验区的建设
发展，土地实现了规模经营，试验区鼓
励农民以土地入股，参与分红，取得固
定回报。试验区把促进农民就业作为
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成立了劳务公
司，对区内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按照
就业愿望进行登记，针对试验区以及

周边用工需求，利用“阳光培训”等平
台，与省内外高校合作，分层次开展培
训，培训农民达4000多人次，造就了一
批现代化新型农民和技术工人。同
时，以试验区为创业实训基地，鼓励区
内居民结合试验区发展，自主创业、自
谋职业，领办、创办运输业、旅游业、农
产品加工业等经济实体。

今年47岁的何小牛，是大浦本地
人，在大浦新村社区服务中心任劳务
公司经理，妻子在大浦现代农业示范
区内打工，夫妻二人每月的收入加起
来就有4000多元，还有每年土地入股
的分红，一家人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我们这些农民是失地不失业，
大家都有活儿干，而且收入比原来要

高，群众享受的社会保障政策也更优
惠，新农合个人出资部分全部由企业
支付，区内失地农民养老金比全县平
均水平高，领取养老金时的年龄比全
县早。”何小牛说起现在的生活，脸上
满是幸福和满足。

大浦新村社区建成后，“一站式”
的公共服务、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周
到的物业管理、完善的社会保障、有
序的就地就业，让入住的2200户农户
享受到了办事不出社区、小病不出社
区、上学不出社区和就业不出试验区
的便利。

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回家就业，
回归了家庭，让留守老人、留守儿童
重新享受到了家庭的温馨和快乐！

走进大浦现代农业示范区，
记者一行眼前一亮，一路观看一
路感叹，只见玻璃温室内蝴蝶兰
竞相开放，蔬菜大棚里无土栽培
的蔬菜一派生机，组培室里铁皮
石斛茁壮成长……这些景象充
分展示着“土地集约、产出高效、
科技创新、资源循环、环境友好”
的现代农业特色。忙碌的人们
不再是采取传统种植，在他们的
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喜悦。

魏建松介绍说，大浦试验区
用工业化理念、产业化思路、市
场化手段推动现代农业跨越发
展。目前已经基本实现农业规
模化、园区化、产业化、组织化，
形成区域特色鲜明、竞争优势明
显、发展潜力巨大的农业现代化
新格局。

目前，大浦试验区已累计完
成投资14亿多元，坚持用工业的
理念发展农业，改善农业基础设
施，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强化科技
支撑，推广和应用现代农业科技
成果，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
现代农业发展实现了质的跨越。

历经 6 年的建设，一个由民
间资本投建、运营，以现代农业
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验
区，在往日寂寥的土地上建成。
这里的百姓正享受着前所未有
的幸福生活。

大浦试验区内现代农业的
发展，使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得到

了质的提升，种植品种由之前单
一的水稻发展到种苗、绿色果
蔬、特色水产等多样化的结构，
亩均经济效益由以前的 1100 元
提升到现在的3万多元。

在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方面，
大浦试验区与多家高校合作开
展产学研项目，建设了有机果蔬
科技生产示范区、食用菌生产示
范区及苗木花卉组培驯化区三
个部分。

在发展优质稻米产业方面，
大浦试验区投资建设了 4000 亩
高标准良田。投资 3000 万元建
设了总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的自
动化育秧育苗生产中心，并购置
了大型农耕农作机械，通过建设
国内一流的自动化育秧育苗工
厂、水稻原种圃及田间配套设施，
实现了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

在发展休闲旅游观光农业
方面，依托现有优势，建成了集
科学普及、休闲体验、灾难教育
等功能于一体的中国农业自然
灾害教育体验主题公园、观光农
业园、农博园等一批生态旅游项
目和科普植物园、QQ 农场等休
闲观光农业项目。

2013年，大浦试验区全年游
客人数达到101.6万人次，实现了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以往沉寂的田野上，一幅壮美
的新型农村的魅力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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