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夯实农业基础促进上浦经济再上新台阶

王锦林 王海灿 任仁康

上浦镇位于上虞市西南，总面积为 86.6 平方公里，有 2.5 万人口。1995 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15.7 亿元，创税利 1.5 亿元，

其中农业产值达到 5000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3.25%，粮食总产达到 16475 吨，位居全市乡镇综合经济实力考评前茅。

“撤扩并”以来，上浦镇的工业发展势头迅猛，但镇党委、政府始终把发展农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首要任务来抓，在发

展工业的同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使农业生产稳定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抓了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化大力气，加大投入，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对上浦镇来说，显得尤为突出。上浦镇地处两江（曹娥江、小舜江）汇合处，曹娥江由南向北流经

全镇，堤塘线特别长（41.7 公里），水利对上浦镇的农业制约特别明显。该镇党委和政府针对上浦实际，重点抓了三件事：认

加固加高曹娥江西线沿江堤塘，增强防洪抗灾能力。1994 年以来，该镇共投资 476 万元，对沿江堤塘进行全面整修，并加固加

高了大湖香、小江、上浦保卫埂，总长度达 6000 米，完成总土方 33.3 万方，，石方 294。。方。从而大大增强了沿江两岸防洪

抗灾能力。2、改造低产贩，兴建排涝配套设施。加固加高沿江堤塘只能抵御曹娥江、小舜江的洪水泛滥，但难以抵御内涝带来

的灾害，为使雨季造成的内涝不影响农业，该镇投入 n3 万元，建造装机 260KW 电力排灌站一座，二级翻水排涝站 3个，开挖河

道 703 米，疏通河道 12851 米，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因内涝带来的灾害，改造了上浦、联江的低产阪（共万余亩）。排涝设施基

本配套，防内涝能力大大加强，1995 年全阪 6500 亩粮田基本上没有因内涝受淹，增产粮食 105 万公斤，农民增收 98 万元，同

时还节约排涝电费 2万元。3、修建库、渠、路、埠，实现灌溉网络化。该镇自 1992 年以来，镇、村两级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

对全镇山塘水库和水库沿山渠重点整修，新建机埠 11 个，三面光渠道 22400 米，库、渠、埠紧密相连，使粮田抗早能力大大提

高。另修筑机耕路 48 条 8600 米，使大型农机具有用武之地，改变了以往大型农机具难以在田间作业的状况。

通过上述工作，上浦镇曹娥江两岸农业基本上经得起洪、涝、旱的考验，抗灾能力明显增强，为农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粮食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深化农村改革，实施适度规模经营

自推行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社会迅速发展。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分散经营的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日益暴露出它的弱点，一些善于种田的人“吃不饱”，因没有田种而无所事事；一些从事经商的人因有承包田

而不能全心投入服务业。种田在一部分农民中已成为“第二职业”，因此对农业的投入不多，土壤肥力减少，有的甚至弃耕抛

荒；同时，由于土地碎块，农业机械化难以推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实行农村第二步

改革―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开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1994 年，在全镇范围内实行“两田制”，在此基础上推行农田适度规模经

营。实行“两田制”（口粮田和承包田）有 23 个村，确定 11881 亩口粮田，落实 6944 亩承包田，其中分 10 亩以下、10-30 亩、

30-50 亩、50-100 亩，100 亩以上共 5个档次，10 亩以上的 233 户种粮大户，承包面积占全镇粮田面积的 27.5%，承担粮食定购

任务 265 万公斤，占全镇粮食总任务的 70%。

“两田制”的实施，推进了土地规模经营，使一部分种田能手有了用武之地，大部分农民从原有少量的承包田中解脱出来，

致力于第二、三产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地说，它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由于种粮

大户重视粮食生产，且每户均有一定规模，在正常年景下经营，就可能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据对承包 10-30 亩的种粮大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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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1995 年早稻种植面积比往年增加 5个百分点。大部分农民精耕细作，土地产、出率高，早稻亩产达到 350 公斤，粮食商品

率增加 70%，并且一季完成全年粮食任务的 85%以上。二是有利于提高农业的自身积累，增加农业投入。因为粮食生产的规模经

营，种粮大户把种田当作主业，并作为获取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种粮大户必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1,95

年根据 100 户大户调查统计，直接投入于农业的资金达到 15。万元，用子优化产业结构，配里农机具，引进优良品种等。三是

有利于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四是有利于促进农村各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经营的实施，改变了

以往“户户经营，家家种粮”小而全的粮食生产格局，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配里，全镇有近 2000 名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

从事二、三产业。

三、走以工补农、以工建农道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工业的繁荣，离不开农业；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工业的反哺，两者相辅相成，上浦镇党委政府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近几

年来，在抓农业经济的同时，着力发展工业经济，然后走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新路子。1993 年以来，采取典型，引路，因地

制宜原则，以点带面，全镇以工补农资金达到 250 万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去年被评为上宾市红旗村榜首的上浦村，坚持以

工补农，“补”出了一个“上浦现代化农业园区”。1994 年以来，该村的明星集团在建立农业车间的基础上，投资 12。万元，

对 500 亩土地通过分步实施，连片种植，办成一个布局合理化、沟渠路配套化、作业机械化、大田格子化的现代农业园区。园

区已先后建起两面砌石的机耕道路 7条，长 3500 米，排灌水沟 8条，长 7000 米，园区内塘改田 80 亩。另外还新建阪中仓库 10

间 360 平方米，硬化晒场 1200 平方米，园区内新购中型收割机一台，拖拉机 3台，新增排灌机埠 5个，为园区种粮大户提供播

种、收割、运输、储藏等服务，去年园区内三位种粮大户粮食亩产达到 750 公斤，比上年增加 30%，充分发挥了园区的作用。

四、科技兴农，建好示范村，发挥示范作用

上浦镇作为省级科技星火示范镇，在抓好工业科技的同时，十分注重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从 1993 年开始，该

镇首先调整了品种结构，到 1995 年底。全镇调整种植优质米品种 3530 亩次，并建优质种子墓地 35。亩。其次是推广烯味哇育

秧，优化施肥和薄露灌溉等农业生产新技术。再次是建好示范村，加强科技引导。以省级科技星火示范村小坞村为样板，在该

村确立各类科技示范户 80 户，组建农业服务体系一个，有农业实验墓地 20 亩，苗种墓地 5亩，大棚蔬菜基地 20 亩，杨梅墓地

100 亩，甜柿基地 50 亩，板栗基地 30 亩。1995 年该村被评为“农村生产环境综合整治”生态示范村。

上浦镇尽管在近几年内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行农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

要保持农业长期稳定高产，再上一个台阶，必须作进一步努力。

一、建立农业投入机制，增强农业生产后劲

重视和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是我省农业再上台阶的一条必由之路。针对上浦低产田多，抗洪排涝任务艰巨的特点，必须采取

措施，多方筹措，壮大发展农业发展基金，完善农业投入机制，加大对农业的投人。

二、因地制宜，发展开发农业

近几年来尽管镇政府宜传发动，并制订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村、户大力发展开发农业，然而收效甚微。到目前为止，上

浦在农产品上还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仅有一些农特产品，如板栗、杨梅、甜柿、黄花梨等，开发规模不大，难以形成产地市

场。上浦山地滩涂多，水域面积大，发展潜力大。因此，应充分开发利用现有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开发农业。一是依托联江水

产职校的技术力量和鲍番水库养殖场“畜、禽、鱼”立体养殖经验，开发山塘水库，采取横向联营，技术合作，技术辅导等方

式，在大湖香、石井、红明、漪湖、沿浦等建立水产养殖示范点，通过改革传统的养殖方式、品种，引进推广新品种、高档水

产品。二是改造低产林，加快发展经济林，实施以奖代补激励政策，突出五大干果基地建设，发展青梅基地 500 亩，板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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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亩，杨梅基地 400 亩，柿子基地 400 苗，黄花梨墓地 100 亩。三是开发“菜篮子”基地，做好特色文章，重点引进“名、特、

优、新”产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三、总结经脸，深化完善“两田制”

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两田制”的实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如有的大户对农业生产技术不

傲、不精，缺乏管理经验；有的大户只求田亩数量，不求产量，认为越大越好，以致造成耕作粗放，粮食减产，经济亏损；有

的大户承包田因排灌不畅，耕作机械化程度不高，造成成本增加，效益降低，影响种粮积极性。根据对 100 户承包大户调查，

去年亏损如农户占、10%。针对上述情况，首先要加强对种粮大户的技术培训、辅导，在现有发放农业简报、举办农技课的基础

上，通过农技校、职业中学，采用面授、刊授及电视广播、黑板报等形式，加强对种粮大户的培训。其次要坚持适度原则，根

据劳力多少、机械化耕作程度高低，确是承包面积。就目前情况看，一般农户经营 10-30 亩面积为宜；对经营能力强、机械化

程度高的种粮大户二面积可适当提高。再次，要强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工作，各村要保证种粮大户

的仓库、晒场，做好路、沟、渠配套工作，并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农料、供销、粮食等涉农部门要及时提供信息，传授技术，

帮助大户选种、施肥、防治病虫害等，保证肥料，农药供应，按质论价收殉粮食等，调动种粮大户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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