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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远郊新农村建设的大城市远郊新农村建设的““庄行模式庄行模式””

编者按：地处上海远郊的奉贤区庄行镇，自

古繁华富庶，后因地处浦江生态敏感区、以农耕

为主、交通不便，发展渐缓。近年来，庄行镇以土

地流转为依托，以农业规模经营为主导，以农民

增收为核心，聚焦重点、创意推动、板块发展、点

上突破，走出了一条大城市远郊乡镇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独特道路，被称为“庄行模式”。

全国亿万农民健身先进镇、全国创建文明

村镇先进镇、全国环境优美镇、全国特色景观旅

游名镇、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上海市体育明星

镇、上海市科普示范镇、上海市卫生镇、上海市文

明镇、上海市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示范镇，这一

系列荣誉和称号见证着庄行——一个上海远

郊乡镇从贫穷落后到和美兴旺的巨大变化。

庄行地处长三角南岸、杭州湾北翼、奉贤

区西侧，位于金山、松江、闵行、奉贤四区交界

处，距上海市中心50公里，镇域面积70平方公

里，耕地 4000 公顷，辖 16 个行政村、3 个居民

区，户籍人口4万、外来人口3万。

“春赏菜花、夏食伏羊、秋品新米、冬看民

俗”，作为上海奉贤菜花节以及伏羊节（含蜜梨

采摘节）、金秋品米节、民俗文化节等系列节庆

活动的举办地，庄行已蜚声沪上、名闻江浙。

如今的庄行，村容整洁，村村通水泥路，

路成网，水成带，田成片。小桥流水、粉墙黛瓦

的明清老街，现代化的农民新村，生机勃勃的

经济园区，块状列阵的设施农田，彼此相映生

辉，构成庄行特有的自然风貌。

初到庄行的人，都会被“灿灿金花迷人

眼，缤纷硕果品悠闲，麦浪涌，稻飘香，阡陌齐

整，绿意无垠，人在画中行”的意境所感染，心

潮澎湃、思绪沸腾。“如果乡下都这样，农业就

一定大有希望，农民就一定前途无量！”这是许

多人来此参观后留下的感言。

“以土地流转推进‘新土地革命’，走‘农

村包围城市’道路”，庄行镇镇长蒋 青在接受

《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用一句话概括了庄

行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路径。

庄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

自古繁华富庶，后因地处浦江生态敏感区、以

农耕为主、交通不便，发展渐缓。上世纪 90 年

代，庄行就开始了新农村建设探索，2003 年原

庄行、邬桥合并为新庄行镇以及 2006 年成为

上海新农村建设试点镇后，建设步伐再次大

提速。“我们通过聚焦重点，破解农业这个难

题。通过创意推动，解决农业的现代化以及

同其它产业关系问题。并通过这两者共同解

决经济问题。通过板块发展，解决统筹经济

和社会发展这个全局问题。通过点上突破，

解决农村问题和新农村建设的效率问题。这

四个方面共同推动，最终解决农民这个根本

问题”，蒋 青着重强调。

聚焦重点 破解难题 农业稳镇

“国以农为本”，三农稳则天下治。蒋 青

说，作为上海郊区生态敏感区和以农为主的

地区，庄行认识到只有坚持以产业为先导和

基础，首先在农业发展上取得突破，才可能真

正带动、解决好三农问题，盘活郊区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

为此，庄行利用奉贤地处长三角现代都

市农业发展带核心带，以及上海滨海特色农

业重点生产基地的区位优势，首先积极对接

市、区有关新农村发展政策和现代农业发展

规划，按照设施标准化、集中成片化、耕作集约

化、环境生态化的要求，进行现代农业发展规

划和基本农田规划，确立了农业规模发展的

总体战略和阶段性目标。

农业规模发展的基础是发挥土地的规模效

应。而土地则是农村最基本、最丰富的资源，是

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提升生产力最重要的因

素。为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发挥土地的规

模效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庄行率

先在上海进行宅基地置换和土地流转试点：通

过宅基地置换、村（居）民住房定点集中和经济向

园区集中，节约建设用地 50.3 公顷，新增耕地

89.5公顷；通过土地流转，引进农业大户、龙头企

业、科研单位，使各类现代农业项目纷纷入驻。

在此基础上，庄行集中财力优先加强土

地整理和农业设施改造，大力实施设施粮田

和设施菜田建设，通过规模种植无污染的粮

食、蔬菜、水产、油菜、蜜梨“五个一万亩”，建立

起庄行现代农业园区，着重打造整体生态创意

农庄和创意产业。并设立现代农业建设先行区

和重点村现代农业建设核心区，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为现代农业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发展现代农业不仅需要良好的物质基

础，更需要市场化机制和现代科技做保障。

蒋 青介绍说，庄行一方面运用市场机制，积

极引进符合镇发展战略的各类企业和现代农

业项目，鼓励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推动合

作社同引进农业龙头企业相结合，采用“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促进农民与

市场的有机结合，提高农业经营水平。另一

方面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走同科研院

所、农业院校合作之路，促进农业产品、技术、

管理、经营、服务创新。同时，坚持农业科技创

新与教育实践结合、与农业旅游结合，注重种

养、科研、观光、生态为一体，探索农业循环经

济生产模式，实行立体养殖及其相关的立体

种植；在农业旅游项目中设立上海青少年学

农基地、科普基地；通过科技创新，庄行生态农

业创意园首创艺术农业、味觉农业，实现高新、

高质、高附加值，园区拥有世界顶级创新果蔬

种源 500 多种，种植的葫芦、南瓜，既可食用，

又可观赏，做艺术装饰亦可长久保存。集约

推动农业产业发展、企业发展和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实现农业经营效益最大化。

蒋 青告诉记者，庄行还利用宅基地置换

节余土地，与上海都市绿色工程有限公司建

设国际一流农业高科技合作项目，发展实验

室农业、种源农业、基地农业、观光农业，建立

世界农业最新成果研发和交流展示平台，在

服务长三角和全国农业发展中推动庄行现代

农业新一轮发展。

创意推动 旅游兴镇 环境靓镇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跳出农业抓农业，找

到实践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的具体

实现途径。创意农业通过科技创新、文化创

意等打通建设、增长和发展的界限，不仅能提

高农业生产率，还能“接二连三”，使农业、工

业、服务业联动发展、融合发展、混业发展，是

现代农业的延伸发展。

蒋 青介绍，依托“五个万亩”特色产业基

地，2006 年，庄行选择潘垫村作为试点，通过

建立村企合作示范基地，进行集中式、组团式、

高容量开发，借助市农科院、绿地集团、金源公

司等社会力量进行农宅改造、农家乐和百果

园建设，引入奉贤区供销社出资承接菜花节

的部分配套建设，引入上海金源公司建成 400

亩金源果蔬基地，引入上海汉德水产品公司

建成 1000亩水产养殖基地。由此营造出原生

态的乡村美景，形成了集田园风光欣赏、生态

水乡体验、农副产品贸易为一体的“低碳旅游

示范区”，实现了政府、农民、公司的“三赢”。

每逢阳春三月，金色的油菜花就摇曳生

姿，迎客四方。上海奉贤菜花节诚邀数十万市

民齐赴这场视觉盛宴，踏青赏花，放飞心灵。

风景如画的田园景色，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充满乡土气息的农家小院，香飘三里的农家美

食，使百花盛开的春天更添妩媚娇艳，令无数

游客如痴如醉。“春天，到庄行采金去”已成了

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旅游口号，上海奉贤菜花

节由此荣获“中国最具地方特色物产节会”称

号。之后，潘垫村主会场又成功举办了伏羊节、

金秋品米节、民俗文化节等系列节庆活动，使庄

行乡村游一跃成为奉贤农业旅游的新名片。

2008 年三村合并的新潘垫村成立后，当

年村三次产业总产值达 1.8亿元，纳税 1000万

元，村人均纯收入高出镇人均水平 700 元，成

为上海新农村建设的一颗耀眼新星，并率先

取得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性成果。

蒋 青强调，通过政府托底承担公建配

套，村集体推进土地流转——镇现代农业园

区招标——公司接手流转土地进行产业打造

——公司自愿捐赠建设农家会所、无偿改造

附近农户住房、建立乡村旅游接待中心——

农民利用改造后的住房开展农家乐等经营活

动，住房的日常管理由接待中心承担——政

府引导、企业运作，在基地附近举办旅游活动，

庄行把政府的投入、服务重点聚焦到培育村

级经济自身造血功能、构筑农民内在增收机制

上，使村级经济成为自动造血、自我代谢、自我

发展的健康有机体，走出了一条低成本、高收

益、滚动式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政府运作模式。

在此基础上，庄行秉承“打造景点，串珠

成线，挖掘特色，以节造势”的发展思路，一系

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宜的建设模式

应运而生，使新农村建设像滚雪球般越做越

大。如今的庄行，南部依托乡村美食广场、农

耕园、采悠园、开心果园等潘垫乡村景点，完善

农家乐建设，让游客体验“吃在农家、住在农

家”的欢愉和“当一天农民”的新奇感受；东部

积极发展新型居住区，营造返璞归真的生态

居住环境；北部试点实施村庄归并，打造恬静

旖旎的水乡风情；老镇区探索推进商场、宾馆

等商业用房建设，健全城镇功能，使庄行成为

集居住、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区域；作为节

庆背景的庄行老街，已重现明清年代徽派建

筑的神韵，让游客在不经意间触及历史的年

轮；群艺馆、土布馆、汉光瓷馆内藏品丰富、美

仑美奂，充分展示出绵延千年的耕读文化的

无尽魅力。“古镇民俗多热闹，三里长街四里

笑”的胜景令人流连忘返。庄行由此获“中国

节庆经济发展先锋镇”荣誉。

文化引领 产业成链 唱响上海

庄行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元

末明初就已建成集镇，明清两朝，庄行商业

发达、街市繁荣，同时也沉淀着深邃的文化

底蕴。古有诗文、书画、医术和“火烧红莲

寺”的传奇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传说，

今有刻纸、诗歌、汉光瓷等极具地方特色的

乡土艺术。

如今，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土布染织技艺”被重构后制成的各式旗袍、套

装，在卢湾、杨浦等市中心区举行的土布时装

展上大放异彩，“羊肉烧酒时俗”已成为席卷沪

上的饮食新风尚。伏羊节期间，数百桌羊宴一

字排开，场面壮观，数以万计的市民慕名而来。

同期火热上市的上海蜜梨，也热销上海滩，给农

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活力。

庄行不仅有世博特供蜜梨、梨园草鸡、草

鸡蛋、“老伯伯”草莓、西甜瓜等优质农副产品，

更有三万多亩优质高产水稻基地，盛产生态、

环保、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大米。每年的上

海金秋品米节都能吸引上万的各地游客，

2010 年还把推介平台搬到了上海徐汇区商圈

的港汇广场，更在市中心的南塘浜路和大沽

路上开设了两家“田头超市”，把来自庄行镇的

新鲜农副产品直接送到市民家中。

充分挖掘绵延千年的农耕文化内涵，庄

行以产业化形式发展土布贴画、服饰剪裁、风

情刻纸等相关手工艺行业，积极探索以品牌

形式运作粽子、青团、方糕等民间小吃，并以节

庆活动为展销窗口，组团推介。现“胖阿姨”粽

子、“菜花乡”炒货已小有名气。

依托黄浦江涵养林和汉光瓷产业基础，

集聚雕刻、玻璃、蜡烛等工艺美术品的创意设

计，结合书画展览，庄行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抓住“创意设计”和“展示销售”两大产业

链高端环节，着力凸显低碳、生态、创新、人文

等特色，同时辅以人才培训、金融服务、文化展

示、旅游体验等，形成产业联动发展的综合体。

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鲜明的发展特色，庄行通过积极探索一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使乡村旅游发展实现

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完成了从小到大、由弱变

强的飞跃，更促使传统农业“脱胎换骨”，焕发

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统筹全局 板块发展 工业强镇

立足大城市远郊和城市副中心近郊实

际，2002 年，庄行在全市率先统筹村镇形态、

功能、环境和生产力布局规划，构建比较完善

的镇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体系，推动农业向

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和农民由本

村集中逐步过渡到城镇集中“三个集中”，实现

规模发展、组团发展、板块发展，促进协调发

展、生态发展、可持续发展。

蒋 青告诉记者，根据总规划和分规划，

将形成“五区一轴”的功能形态布局，即以浦卫

公路为南北主轴，自北向南分别形成北部生

态保护和粮食生产区、中西部水乡旅游和现

代农业规模经营区、中东部工业旅游和工业

发展区、中部城镇居住和服务业核心区、南部

乡村旅游和现代农业规模经营区。

如今，庄行已建立起华严开发区、庄行工业

园等六个工业园区，重点发展光仪电、输配电、信

息、医药化工、汽车配件、游艇、物流装备及农产品

深加工等八大行业。目前，六大工业园区基础配

套日渐完善。一些企业和产品具有重要的市场

影响，如氰特航空材料是商用飞机的必用制造材

料，而柘中建设已成为奉贤第一家上市公司。

蒋 青指出，根据镇域总规划和村庄建设

规划，按照“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的方法和“农

民主体、政府主导、部门参与、社会支持”的原

则，逐步推进 1 个新城镇、5 个农民中心村的

“1+5”村镇体系建设，按照规划，从北到南逐

步形成 5 大居住片区：张塘中心村农民居住

区、汇安中心村农民居住区+邬桥社区、芦泾

中心村农民居住区、新华中心村农民居住区+

庄行镇区、潘垫中心村农民居住区。通过村

民居住集中，达到节约资源、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的。

近年来，庄行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产业特色

基本确立，产业规模效应、品牌效应和示范效应

初步形成；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不断提升，文化

教育水平逐步上升，农民增收实实在在；民主法

制加强，社会安定有序，崇尚学习、文明礼让、和

睦相处的乡风逐渐形成；农村基础设施升级

换代，村容村貌显著变化，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2012 年庄行实现三次产业增加值 33 亿

元，纳税 10.2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5%、

5%。新镇成立以来，全镇三次产业增加值和

纳税平均每年分别增长 16%、24%。农业规模

经营特色显著，粮食、蔬菜、水产等五大特色产

业，成为奉贤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领头羊”；

农业旅游发展突飞猛进，今年菜花节吸引游

客 45 万人次，主场收入 2117 万元；去年伏羊

节吸引游客逾 25 万人次，主场收入 1804 余万

元，并带动了庄行蜜梨等农副产品销售，给农

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活力。

蒋 青最后表示，“十二五”期间，奉贤把加

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

突破口，按照既定的发展思路，明确提出构筑

南桥新城、东部区域、海湾区域三大组团联动

发展框架。以此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整体统筹考虑，促进

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

南桥新城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庄行将在现代

农业、旅游业、先进制造业等几个关键领域做

强产业、扩大特色、形成优势，并乘上海郊野公

园建设的东风，确立大城市远郊和城市副中心

近郊的核心竞争力，使庄行从新农村阔步迈向

新城镇的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好。

■ 本报记者 何秀芳 刘宇 吴文斌

春到贤城满地春到贤城满地““金金”，”，上海奉贤区油菜花节一景上海奉贤区油菜花节一景。。 庄行镇的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庄行镇的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吸引着更多的国外友人参与其中吸引着更多的国外友人参与其中。。

庄行清水湾农民居住小区庄行清水湾农民居住小区

超级稻与蜜梨超级稻与蜜梨

农业稳镇农业稳镇、、旅游兴镇旅游兴镇、、环境靓镇环境靓镇、、工业强镇工业强镇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城乡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纪实—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城乡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