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礼嘉，有一棵老榉树。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树干有碗口那么粗，如今，它早已深深扎根在脚下
这片土地，成为了一棵一人合抱的百年老树。而这
片土地也在改革变迁中，成为老百姓的聚宝地、宜
居地和幸福地，真正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

□ 记者 刘露 宋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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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宅基地择位竞价 塑造一块“宜居地”

“大家购买了以后，可以
扫描产品的二维码。这个二维
码可以溯源产地、用药等信
息，很方便……”

这样的直播场景，在礼嘉
镇早已屡见不鲜。

2022 年，礼嘉镇创新
“农合联 + 党群联建”模式，
镇农合联携手毛家村委建立毛
家村综合服务社，盘活闲置土
地，建设田头市场、农产品展
示厅和网络直播间等为农服务
场地；共办“供销周末夜市”，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
流动。在这片土地上，农民也
是“带货能手”，农业成了
“有干头、有赚头、有奔头”
的产业，怎能不说这是“闻者
向往、来者依恋、居者自豪”
的一块幸福地呢？

苍劲榉树，摇曳百年。
凝视脚下这一块块聚宝

地、宜居地和幸福地，它们正
是生养着当地百姓“吾乡吾

土”，滋养着百万武进人改革
创新、砥砺奋进的这片土地。
而在这片热土上生长起来的武

进人，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拼
搏精神、改革精神，用汗水浇
筑起这“礼”想“嘉”园。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需要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为全国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地
区，武进承担着制度探索、创
新、突破的试验任务。

2017 年 2月，礼嘉镇蒲岸
村一块 10.8 亩的工业用地，作
为全省第一宗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挂牌出让，从此，集体土地
不得入市交易成为历史。

以出让方式入市的土地，企
业取得 50年的土地使用权，租
赁入市的土地，承租方也可取得
20年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

出租，还能到银行抵押贷款。企
业支付的土地价款由农村集体设
专门账户进行统一管理，增益收
益在政府、集体、个人之间进行
分配，多方利益都得到了保障。
七年来改革成效如何？让数

据来说话。
“入市前，蒲岸村工业年销

售只有 6亿 ~8亿元，如今已超
过 20亿元。村里每亩地的收益
较入市前上涨了 2000 多元。”
礼嘉镇党委书记陈江表示，老百
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企业更有
信心，集体更有奔头。

秋日清晨，礼嘉镇何墅村何
墅嘉园，空气清新，老人带着孩
子在广场玩耍、谈天，3层小楼
在朝阳的照耀下更显生机，犹如
一幅生动的人文画卷，美不胜
收。

2022 年，何墅村率先敲响
了农村产权交易宅基地择位竞价
全省“第一槌”，改革成果惠及
76户村民。
为打破村民想自建而建不起

的瓶颈，礼嘉镇与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开展合作，创新推出“江南
乡村安居贷”产品，年利率约
4.95%。前三年，区财政还对农
户进行 1%贴息补助，实现政

府、村集体、银行风险共担。
而让村民们高兴的，不仅是

趁着宅改东风翻建的新房，还有
周边跟着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
瞧，小楼不远处，田间地垄阡陌
纵横，蔬菜长势喜人；党建公园
休闲健身，学习充电两不误。再
沿着青砖黛瓦的何氏宗祠一路向
前，小桥横石、城墩夕照的“何
墅八景”跃然眼前。
山清水秀幸福里，世外桃源

别墅村。“抬头是画，入目是
景，这块土地上的幸福，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老百姓
在宜居的环境中享受生活’。”陈
江说。

集体土地入市 打造一块“聚宝地”

农产品销售模式创新 创造一块“幸福地”

何墅村何墅嘉园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 区委党校 师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作为单独一部分进行
具体阐述，专门提到“完善强农
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强农惠农
富农支持制度，是城乡融合发展
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
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重要的
制度保障。

一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完善乡村投入机制。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
的一个重要方针，具体讲就是
“四个优先”———在干部配备上
要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要优
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要优先保

障，在公共服务上要优先安排。
二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全
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建立
森林草原、江河湖海等非耕地国
土资源食物生产潜力开发利用机
制。武进区加速重视种业经济发
展，努力提升品牌打造和供应链
搭建在乡村融合发展体系中的关
键作用。2023年，14个水稻新
品种通过省级以上审定，“越光
518”成为江苏省首个光身稻软
米品种，“武香粳 9127”测产
超 780公斤 /亩。全区逐步形成
东南部果蔬、中南部稻麦、西部
花卉苗木、环湖水产养殖、城郊
一二三产融合等产业布局分明的
五大农业产业片区。
三是积极培育乡村新产业

新业态。充分利用乡村多元资
源要素，加快农业与旅游、文
化、教育、健康、体育等产业深
度融合。不断优化农村经济结
构，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促进农民增收。武进区充分挖掘
乡村多元价值，大力发展创意
农业、休闲农业、农产品电商
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特
色强镇为依托，抓住全国农村
土地三项制度改革试点区的契
机，推动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以改革创新推动城乡资源
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农村新产
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四是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
系，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农业
补贴政策应坚持以保障粮食安
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绿色发
展为主要目标，还要同其他强农

惠农政策相关联。统筹农业补贴
政策与农产品价格支持、农业保
险等政策，完善价格、补贴、保
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武
进区坚持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提
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准确性和
实效性，鼓励农民主动保护耕地
地力，实现“藏粮于地”的战略
目标，确保各项惠民惠农政策落
地见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五是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
机制。武进区深入学习借鉴“千
万工程”经验，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以农村集体经济壮大为切入
口，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武进
篇章。出台《关于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加快推动农村集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大力实施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
“三年攻坚”行动，实现美丽乡
村向美丽经济的精彩蝶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国必
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新时代
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适应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需要，实现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必须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
制度，围绕发展农业、建设乡
村、富裕农民进一步强化全方位
支持，以更有力的举措、更强大
的力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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