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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发

展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也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促进

农业产业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区把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作为构建现代农业体系、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来抓，取得了积极成

效。

一是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

分利用自身的资金、信息和技术等优势，不断地引进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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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新技术，采用新机制等，影响和带动了周边农户生产，

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另一方面，新型经营主体开发以

新产业、新品种为主，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效益，采用订单等

形式向农民推广增加了农民收入，达到了“双赢”效果。截

至目前，我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 1077 家、家庭农场 310

家、各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78 家，涵盖粮食、养殖、水产、

种养等各个领域。

二是促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促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促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促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新型经营主体的壮大

有效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导致的土地闲置

抛荒问题，保证了“农地农有、农地农用”，在较大程度上

解决农地“非农化”倾向。截至 2022 年底，全区各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共计流转耕地 21.1058 万亩，全区耕地流转率在

42%左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分散的农户和瞬息万变的市场

联系起来，将各种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和特色企业集聚，成

为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载体。

三是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三是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三是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三是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

标准化、商品化生产，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合作、监督、

激励，以及农产品质量追溯等问题。全区有效期内有绿色食

品认证 8 个，有机农产品认证 15 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7

个，地理标志 3 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9 个，

广东省菜篮子生产基地 4 个，广东省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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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粤字号”农业品牌 15 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2 个，

广东省名特优新农产品 3 个。

四是加速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四是加速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四是加速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四是加速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规模经营主体发展

壮大，有效促进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设施的推广和应

用，在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起到了引领作用，

成为了现代农业建设的新亮点。生态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如

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引领，建成了清远麻鸡业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清新桂花鱼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清新南药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参与打造黄羽鸡产业集群、丝苗米产业集群产

业园等；产业融合步伐加快，“农业+旅游”、“预制菜”得

到有效发展，全区共有市级农业公园 5 家，广东省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4 家等。（区农业农村局供稿）（区农业农村局供稿）（区农业农村局供稿）（区农业农村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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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地理标志商标助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清新区持续加强商标品牌培育建设，切实增强

商标品牌创造、培育、运用和保护力度，推动商标品牌创建

工作不断上新台阶，助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加大地标品牌培育力度。一、加大地标品牌培育力度。一、加大地标品牌培育力度。一、加大地标品牌培育力度。设立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

1 个，加强与企业紧密联系，提供企业咨询服务，及时指导

帮助企业查询、申请、注册商标。根据“发现一个培育一个，

成熟一个申报一个”的原则，实施阶梯培育、分类施策，加

强行政指导。2023 年第一季度，全区商标注册件数 164 件，

全区商标有效注册量 6617 件，同比增长 11.04%。目前，全

区有效期内有绿色食品认证 8个，有机农产品认证15个，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7个，地理标志3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

基地9个，广东省菜篮子生产基地 4个，广东省农产品出口示范

基地3个，“粤字号”农业品牌15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个，

广东省名特优新农产品 3个，持续增加绿色优质、营养健康农产

品供给，不断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

二二二二、、、、打造区域品牌扩大效应打造区域品牌扩大效应打造区域品牌扩大效应打造区域品牌扩大效应。。。。组织我区商标品牌创建案例

参加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高价值商标培育大赛，其中我区

广东爱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清新凰”商标喜获“湾商赛”银

奖。此次获奖，将有效示范带动我区制造业企业加大高价值

商标品牌培育力度，辐射一批企业，发挥商标品牌赋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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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助力乡村振兴。2022 年 9 月，以清

远市清新区石潭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为申请主体的“蒲坑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注册申请，目前已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申请，石潭镇“蒲坑茶”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集聚区于 2022年 12月底举行揭牌仪式，不断提高特色产

业核心竞争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三、加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三、加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三、加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三、加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深入挖掘培育发展地理标

志商标，积极落实扶持政策，把地理标志工作从部门行为上

升为政府行为，形成“政府主导、部门推进、企业主体、市

场引导、行业促进、社会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清新

独特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富民兴业的现实优势。截至目前，我

区拥有清新冰糖桔、清新桂花鱼、乌鬃鹅 3 个地理标志产品，

销售额连年增长，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有效带动了区

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四四四四、、、、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出台《清远市清新区知识产

权协同保护实施意见》，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围绕加强办案协作、

加强业务交流、完善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衔接、定期开展联合

普法宣传等多方面提出务实举措，促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

司法裁决标准统一，积极构建“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

护”工作格局。同时，强化对市场主体依法运用商标的行政指导，

开展2023年“清源”地理标志保护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和商标违法使用行为，2023年以来，立案查处商标侵权

案件4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供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供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供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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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颈镇“四全”举措推动人居环境长治见实效

近年来，龙颈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抓好全域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紧扣“行走中宿 乡貌堂堂”示范带建设主

线，通过“四全”举措持续提升全镇风貌，构建农村人居环境常

态长效管理新格局，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019年、2022

年分别成功创建为清远市卫生城镇、广东省卫生城镇。

一、全力部署立标杆，重点打造，全域提升。一、全力部署立标杆，重点打造，全域提升。一、全力部署立标杆，重点打造，全域提升。一、全力部署立标杆，重点打造，全域提升。龙颈镇以15

公里彩虹大道、9.6公里滨江碧道和3公里田野绿道串联16个产

业、文化特色基地，充分发挥滨江地区“南大门”优势，奋力打

造具有清远发祥地丰厚文化底蕴的“行走中宿 乡貌堂堂”乡村振

兴示范带。每季度开展至少 1次人居环境整治现场交流会，明确

人居标准和内容，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居环境整治，

培育了9条特色乡村。24个行政村达到美丽宜居村标准，占全镇

行政村的66.7%，549个 20户以上村民小组均达到干净整洁村标

准，478个自然村获市卫生村称号，42个自然村获省卫生村称号。

全域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62个，完成无害化卫生户厕改

造406户，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自来水普及率均达 100%。

二、全面下沉促实效，多措并举，常治长效。二、全面下沉促实效，多措并举，常治长效。二、全面下沉促实效，多措并举，常治长效。二、全面下沉促实效，多措并举，常治长效。不断探索人居

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发扬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发动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和自觉维护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农村人居环境常态长效



- 7 -

管理，全面提升乡村振兴容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一是一是一是一是

先锋领治，党建引领强服务。发挥“1+N”党建农村治理模式，党

支部联合共青团员、巾帼志愿者等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志愿服务，

2022 年共开展志愿服务约3876 人次。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全域包干，落实责任

无死角。制定《龙颈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推行

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镇干部分片包村、村干部分

片包干、网格员日常巡查的工作模式，并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纳

入干部考核内容，提高领导干部责任心。三是三是三是三是逢四出发，健全机

制办实事。建立“逢四出发”下乡机制，结合人居环境整治集中

攻坚活动，挂村工作组每周四主动带着整治内容和问题出发，常

态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途中入户走访，大力宣传，带动全民参

与，“脏乱差”变成“净绿美”。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多方合力，规模整治稳推

进。引入第三方保洁公司，“政府牵头、村委会监督、环卫公司

压实责任”，汇聚三级合力，建立“保洁公司+各村保洁员+村干

部监督”工作模式，分片、分时间段进行人居环境全域大规模整

治，坚持农村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有力有序做好乡村保洁工作。

目前，全镇共整治自然村 281个，打造出“洁序净美”的人居新

环境。

三、全程监督抓落实，互学互促，立查立改。三、全程监督抓落实，互学互促，立查立改。三、全程监督抓落实，互学互促，立查立改。三、全程监督抓落实，互学互促，立查立改。为有效巩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全镇分为五大片区，

“主要领导+镇村干部+村民代表”组成巡查小组，重点关注农村

垃圾、工业企业环境管理、河塘沟渠、农村公厕、村容村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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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展片区间交叉督查或交流活动 5次。定期由所在片区代表作

工作总结，在“进村入户”中晒工作实绩，通过提问发言、集中

讨论、经验分享等形式，让大家“走出去”“坐下来”，互促互

进，强弱项，补短板，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对发现问题及

时通报、举一反三立即整改，并定期开展“回头看”，推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向纵深发展。

四、全域整治树新风，人人有责，家家受益。四、全域整治树新风，人人有责，家家受益。四、全域整治树新风，人人有责，家家受益。四、全域整治树新风，人人有责，家家受益。激发党员干部

群众人人参与的内生动力，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初步形

成人人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新局面。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创新宣传提素养，共

建共治聚民心。各村委会通过电子屏、大喇叭和走访入户等方式，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门前三包”意识深入宣传

到民心。动员干部职工、群众、乡村新闻官、乡贤等共同投入美

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形成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乡友乡贤凝聚

力量、广大群众参与支持的良好氛围，让“一时美”变为“持久

美”，“一处美”变为“处处美”。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共

商共建美丽家园。完善村规民约，扎实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提质行

动，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变“村里事”为“家家事”，

家家参与，人人动手，共建美丽净洁崭新家园。每月至少开展 4

场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将“文明乡村关乎你我他”的理念渗透进

每一片土地。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强化网格体系作用，助力环境整治工作。采取

“线上+线上”结合方式，及时发现问题，抓进度，抓效果，有人

对接，有人落实，做到人在网中走，事可及时办。目前，划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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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193个，配备网格员 194 名。2022 年共报送网格事件 5600多

宗（件），均全部完成整改，发展信息员7000多名，以网格员为

最小单元促进乡村治理，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显成效。（龙颈镇人（龙颈镇人（龙颈镇人（龙颈镇人

民政府供稿）民政府供稿）民政府供稿）民政府供稿）

报：市农业农村局（市委农办、市乡村振兴局）；

送：区委、区政府班子成员、区人大、区政协主要领导。

发：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清远市乡村振兴驻清新

区帮扶工作组；各镇党委、人民政府、各驻镇帮扶工作队。

中共清远市清新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7月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