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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Agricultural Small Towns
段德罡   赵  潇    DUAN Degang, ZHAO Xiao

我国农业型小城镇量大面广，是推动我国城乡全面发展应该关注的重点，然而当前其发展遭遇瓶颈。通过政策、学理、实践

3个层面进行探讨，梳理出农业型小城镇应以发挥服务带动作用和承担农业转移人口为基本使命，以此构建转变目标、调

整动力、明确主体、优化空间的发展思路；进而以杨陵五泉镇为例研究其发展建设经验，并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以期为

其他农业型小城镇提供借鉴。新形势下农业型小城镇应以农业为基础，适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

劳动生产率以释放农业人口；统筹布局全域空间，以更少的空间资源推动更大的效益产出；调整与乡村互动发展的关系，

真正发挥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实现镇村一体化发展局面。

China's agricultural small towns are numerous and widely dispersed, which are the emphasis on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their development has encountered bottlenecks. This study explores related polici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nd puts forward that small agricultural towns should take the role of improving services and receiving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hus 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changing goals, adjusting motivation, clarifying subjects and 

optimizing spaces. Further, this paper takes Yangling Wuquan Town as an example to study it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and proposes specif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ther agricultural small town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small agricultural towns should take agriculture as the basic, timely introduce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ultivate 

professional farmers, and increase labor productivity. Besides, they should coordinate the layout to promote greater benefits with 

fewer space resources, and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with suburbs to promote and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owns and villages.

小城镇作为“村头城尾”，是广阔乡村腹

地的发展引擎，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一环。农业型小城镇作为以农业产

业为特色的小城镇，服务地方经济活动的作用

和作为联系城乡纽带的地位更为突出，带动农

村发展和拉动农民增收的目标也更为明确，其

发展对于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逐渐遭遇到传

统发展模式带来的发展瓶颈，在寻求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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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步履维艰。本文分析了传统农业型小

城镇的发展困境，立足于农业型小城镇发展使

命，提出发展思路，以期为同类小城镇的发展

带来启示。

1　发展农业型小城镇的重要意义与现实

      困境

1.1   重要意义

（1）农业型小城镇数量多、无特色，探索

其发展道路具有普适性。我国幅员辽阔，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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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大、分布广。按照功能来看，除部分小城镇

在区位优势、特色资源或政策倾斜等作用下发

展成为工业生产型、商贸服务型、交通枢纽型等

城镇以外，尚有数量众多、分布广阔的农业型小

城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统计，

2017年我国共有小城镇21 116个，其中约一半

以上的小城镇发展特色不显著、优势不突出，仍

有赖于传统农业经济的支撑，是典型的农业型

小城镇。因此，探索一条具有普遍意义且适合大

多数小城镇的发展道路显得尤为必要。

（2）农业型小城镇长期“发展无门”，发

展方式亟需破题。小城镇发展经历了一段腾飞

时期。但是，过去若干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是依赖低成本模式实现的，包括低廉的劳

动力及土地资源、未被列入成本核算的环境资

源等[1]。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和城乡融合的

关键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以往工业

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然而

农业型小城镇自身发展基础薄弱、资源有限，

很难吸引各种投资。因此，寻求农业型小城镇

的适宜性发展方式是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

（3）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是实施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

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粮食是国家的

战略资源，农村是粮食产地，必须保障国民的

粮食安全。农业型小城镇作为三农问题的集中

体现之地，其发展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需要，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从城镇

化实现的可能性来看，农业型小城镇相比其他

类型城镇更加困难[2]46。为此，其是否能够健康

持续发展也关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1.2   现实困境

（1）发展定位本末倒置。很多小城镇在发

展中存在诸多误区，认为农业就意味着落后，

从而轻视农业、忽视农业。不是盲目追逐工业

化，就是一拥而上搞旅游，致力于“做大做强”，

发展定位本末倒置。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

工业化路径依赖。大部分小城镇仍在实行工业

优先的发展导向，然而实际上转移到这些城镇

的工业大多为污染型的低效产业和过剩产能，

对本地的长远发展和整个区域的统筹发展并

没有产生太多正面效益，反而破坏了本地最具

优势的环境资源。这种现象的产生，反映了当

前行政考核机制（GDP导向）的不完善，以及

地方基层政府的短视行为和官本位思想[3]274。

二是部分小城镇简单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忽略

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盲目转变发展导向。

比如当下凡有一定自然山水、农业资源和历史

文化资源的小城镇，无一例外大谈特谈全域旅

游的概念，而完全忽视了是否存在支撑旅游的

客源市场。

（2）农业劳动力“质”“量”不足。农业

产业效益低下、农村发展基础薄弱使得农民增

收后劲不足，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舍

弃农业生产，出现劳动力“质”“量”不足的情

况。而这一情况反过来又加剧了农业产业发

展滞后这一问题，使“三农”发展陷入恶性循

环。具体来说，“质”“量”不足一方面表现在农

业劳动力呈现兼业化和老龄化，成为农业发展

的最大瓶颈。近年来，我国农业从业人员老龄

化现象日益突出，平均年龄约50岁，其中60岁

以上的比例超过24%。农户兼业现象也逐步凸

显，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监测数据，2015

年兼业农户在务农农户中的比重超过3/4。另

一方面表现在农业劳动力技能水平较低，缺少

农业发展的智力支撑。由于农业型小城镇经济

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而

现有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对现代农业科技的

把握能力低，对农产品市场的经营与管理不甚

了解，加之当前小城镇自身培养人才环境的缺

失，最终形成人才匮乏、不足以支撑农业型小

城镇发展的不利局面。

（3）镇村空间关系不合理。传统的镇村空

间规划重镇区轻镇域、重城镇轻乡村，缺乏对

农业空间的关注和统筹规划，使得资源无法很

好地整合，农业产业服务效率低下，制约了农

业生产效率。一方面，对于农业产业布局缺乏

系统考量，如镇域范围内农业产业分工是否合

理，农产品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及服务的农

业产业链各环节配合是否协调等；另一方面，

对于农业空间与其他要素的关系缺乏统筹梳

理，如布局在城镇空间的农业服务设施与农业

空间的关系是否实现了农业产业发展的效益

最大化，农民作为生产者能否有效驾驭其与农

业空间的关系等。当前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背

景下，小城镇作为最基层的空间单元，如何围

绕农业现代化统筹镇村空间是关键问题。

2　农业型小城镇发展研究综述

2.1   政策背景

自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

农业现代化战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

业现代化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

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2012）、《关于加

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2015）、《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

2020年）》 （2016）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皆不断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这一要求。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

基于农民的能力提升，上述各政策文件中农民

经历了由最开始的“农村劳动者”，到后来出现

的“新型农民”，再到2012年提出的“新型职业

农民”等称号的变化。可以看出，从农民—农

村劳动者—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这一

过程是一种明显的“身份明确化”“职业要求

具体化”的过程。这一演进进一步界定了农业

从业者的对象、范围、经营方式，使农业从业者

的从业要求更为具体，也逐步提高了对于从事

农业产业人员的素质要求。综上可见，农业型

小城镇需在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提升

农业劳动力素质方面发挥作用。

当前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持

续发力，农业型小城镇作为我国小城镇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实现两大战略目标的关键和焦

点。深入解读两大战略可知，新型城镇化战略

提出要稳步推进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劳动力

有效进城落户、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

略有效对接，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从某

种意义上讲，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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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规模化和科技化，这一过程是农业劳

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力被解放的过程，大

量农业劳动力会继续向集中劳动生产率更高、

收入水平更高的非农产业的城镇转移。显然，

实现农业现代化、承载农业转移人口是农业型

小城镇的发展重点。

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应始终考虑“三农”

现代化问题，并有效承载农业转移人口，推动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2   学术研究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小城镇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重点镇、中心镇等在产业发展、旅游特色

等方面有影响力的小城镇，对农业型小城镇的

关注和研究较为薄弱。从代表性文献来看集中

于两个层面：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出发

研究农业型小城镇发展重点；从农业型小城镇

发展角度探讨其现状特征、动力来源、发展方

向、空间布局、管理体制等相关内容，寻求适宜

性发展道路。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依托、相互促

进，二者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四化”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要求推动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目前学术界关

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颇多，普遍认为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存在互动关系，城镇化以

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农业现代化以城镇化为引

领，二者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4]。其中，刘玉

认为农业现代化一方面依赖城镇化提供的必

要支持，包括城镇发展创造的就业岗位、必要

的硬件与软件支撑和不断提高的农产品消费

需求档次；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发

展，表现在农业现代化解放大量农业劳动力、

带动涉农企业不断壮大集中、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有效拉动城镇二三产业发展等方面[5]。相关

学者还运用定量分析手段考量城镇化与农业

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程度，并提出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构建合

理的城镇化与农业发展格局[6]、强化对农业发

展的支持等发展建议。

农业型小城镇是小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城镇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小城镇[2]46。这

些小城镇的涉农产业是城镇发展的支柱产业，

对小城镇的经济发展起着明显的引领作用。一

般来说，农业型小城镇的一产增加值占GDP比

重、农业就业比重、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等

指标高于其他类型小城镇。关于农业型小城镇

发展的既有研究指出，其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农

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7]。

多数学者认为当前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状态不

容乐观，普遍存在经济规模较小、发展活力较低

等问题，在现阶段多元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业

型小城镇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要明确目标

定位，充分利用既有资源集约节约发展[2]47。还

有学者论证了基于农业现代化导向的小城镇

发展路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3]272。由此观之，

对于农业型小城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释放

农村剩余劳动力、集约节约发展基本成为学

界共识。

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对上要对接“农业

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这一要求，对下要

以农业现代化为导向，提升自身发展质量。

2.3   实践经验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专家判断即使到

203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还会

有4.5亿人口[8]139。在如此巨量的农村人口的背

景下，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让农村衰败，大量人

口依然需要靠农业生产。但从农业大国到农业

强国，我国仍有较长的路要走。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人均农业增加值约为2 161.3美元，相

当于美国（33 978.41美元）的6.36%、日本

（30 667.38美元）的7.05%、法国（28 041.78

美元）的7.71%①。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为我国

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有效转移农业

劳动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统筹布局城镇空间是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

的共性经验。

（1）推动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发达国家

经验表明，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推动

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据有

关研究，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

以下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

和专业化生产才能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

含量和服务水平才能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

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9]。在发

达国家，农业劳动力一般只占总人口的2%—

5%[10]（2016年，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

平均仅为3.1%），而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

高达27.7%[8]143，与农业强国相比差距较大。

（2）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据中国农业

科学院估测，我国农业科技研发的总体水平与

国际先进水平相差10—15年。在世界上许多发

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一般在80%以

上。以以色列为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

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96%，这在全世界

是少有的[11]。而这离不开以色列健全完善的科

研、开发与推广体系。其中，科研开发体系包括

农业部主导的国家研究机构与地方科研机构、

集体农庄、合作社等；推广体系由国家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和区域推广服务中心组成。这些组

织各司其职，相互协作，有效将科技创新成果

推广给农民。

（3）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是助力现代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各国

普遍通过培育职业农民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

程，不仅有农业职业准入制度，而且有完善的

农民职业教育体系。美国各州设有农学院、试

验站和推广站，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和各类

农业短期培训班各司其职，为美国培养出大批

优秀的农业实用人才。在丹麦，要想成为农民

必须具有绿色证书，通过绿色证书购买农场能

够获得政府的补贴，绿色证书的获得需要经历

10年的初等教育以及3个阶段约5年在农业学

院的学习。

（4）强调空间的统筹布局。德国对小城镇

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没有硬性的人均指标规

定，但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明确的规定，为此在

满足各种需要、保证城市生态与环境平衡的

情况下，其在确定城市建设用地时一般不会

盲目扩大建设用地规模，而是合理利用每寸

①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11》。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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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12]。德国还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确保城

镇建设和农业生产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的

人文农业建设典范。荷兰的空间战略是不断

优化小城镇的发展空间，为农业发展创建最

佳载体，并根据不同资源属性进行农业产业

空间的分工布局。

3　农业型小城镇发展的基本思路

3.1   多维度研判下的农业型小城镇发展使命

通过对政策、理论、实践3个维度的解读，

不难发现当前我国农业型小城镇应以发挥服

务带动作用和承担农业转移人口为基本使命，

为“三农”现代化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图1）。

从“三农”现代化角度来说，农业型小城

镇要有效发挥对“三农”的服务作用。农业方

面，要立足于农业的转型升级，为农业现代化提

供主要的科技服务和支撑，还需通过搭建平台

积极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农

民方面，小城镇要注重对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提

升，使农业生产资料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为农业

实现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农村方面，要

为广大乡村地域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乡

村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和农业

服务设施的配置，还需统筹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从城镇化和小城镇自身发展角度来说，农

业型小城镇需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改善人居

环境质量吸引农村人口转移。就业机会的增加

主要依托小城镇的产业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

产业链群既能较好地适应当地人口的素质水

平，又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就业需求。小城镇优

质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公共服务，是吸引人们

到小城镇生活的前提，也是小城镇人居环境水

平提升的体现。

3.2   发展思路

3.2.1    转变目标：有效发挥服务带动作用

有效带动乡村腹地全面发展，实现镇村融

合是农业型小城镇发展的主要目标。农业型小

城镇对乡村地区的服务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

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和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有效吸引并承担农业转

移人口，小城镇需提供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

就业岗位和生活条件。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一

方面，小城镇应做好农业的前端和后续，形成

产业链群，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转变。要以农业

科技为引领，构建农科创新体系，包括农业产

业服务设施、农业科研技术推广组织、职业农

民培训平台等，有效推动落后的传统农业转向

现代农业。另一方面，乡村主导产业不可多而

全，要基于资源条件培育产业“单打冠军”，并

充分结合乡村劳动力技能特征将主导产业做

精做细、做强做大。在公共服务供给上，需推进

小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

覆盖。农村地区的服务设施建设不应固化地依

靠建设标准，而需根据这些乡村的不同特征提

供差异化配置策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3.2.2    调整动力：突出农业科技引领作用

最大限度地保留农田，以农业为基础，集

聚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高密度开展农业技术研

发项目、积极引进与推广新技术将成为农业型

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来源。首先，“以农为本”是

基本原则，在产业发展上，不能一味贪大求快、

大包大揽，而要结合城镇发展实际把农业生产

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

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其次，要强化和高校、科研

单位的密切联系，为科技研发提供试验基地，

用科研成果反馈地方特色农业生产。另外，政

府需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奖励率先应用新品

种、新技术的示范集体和个人，实现科研和生

产的双赢。还需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建立培训、

信息中介、人才市场等社会化服务及社会保障

体系，为人才吸引创造良好的条件。

3.2.3    明确主体：提升农业主体职业化程度

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

关键时期，新型职业农民是推动“三农”现代

化的主体，提升农业劳动力的职业化程度将成

为农业型小城镇的关键任务之一。然而长期的

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农民是一种

生活在农村、收入低、素质差的群体，是贫穷的

“身份”和“称呼”，而不是可致富、有尊严、有

保障的职业。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今

后谁来种田”的问题绝不是危言耸听，必须未

雨绸缪，避免农业“后继无人”。关于这一点，

靠大规模引进显然是不现实的，应立足于本地

原有农业人力资源的知识化提升和技术化改

造，增强对农民经营意识的培养，加强对农民

经营收益的保障，推动农民由产业发展的从属

地位向主导地位转变。另外，农业创新技术只

有适合农民需求、方便农民使用才会真正发挥

作用，为此，必须建立完善的推广和教育体系。

3.2.4    优化空间：注重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改革背景下，空间规划体系面临重

构，小城镇的“点”应融入乡村发展的“面”，

进而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空间上的镇

村融合。一体化发展既要统筹考虑小城镇的城

镇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和生态保育用地，避免

盲目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还要合理安排农

图1　 农业型小城镇发展思路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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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五泉镇王上村美丽乡村建设成效
资料来源：《杨陵区乡村振兴王上村2018年建设实施规划》项目组提供。

业空间，以更少的空间资源推动更大的效益产

出。农业型小城镇应重视农业空间的统筹安

排；积极主动地在空间资源上降低城镇建设用

地比例，努力改善人居环境水平，由提“量”

发展转为提“质”发展；统筹布局全域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农业服务设施的设

置，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充分发挥设施效用。需

注意的是，有效的政策制定是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保障，可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

建设用地整治等政策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为

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通过规范和加强农

村土地流转，积极探索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

流转新路径，提高利用效率，如“双置换”（土

地换社保和宅基地换安置房）为解决农民身

份转换和城镇发展土地需求提供了新思路；同

时需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为转移人口解除子

女教育、社会保障、养老等后顾之忧。

4　实证研究：杨陵五泉镇发展策略

4.1   五泉镇概况

五泉镇是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②

辖区内的省级重点示范镇，位于杨陵区③西北部，

距离主城区10 km。镇域总面积32.2 km²，辖20

个行政村、1个社区，总人口3.1万人。五泉镇

主导产业特色突出，经济发展良好。该镇以设

施农业、苗木、猕猴桃以及养殖业等现代农业

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业为主的特色经济及

相关产业经济，促进了镇域经济的发展，带动

了小城镇建设。数据显示，2015年，镇GDP总

量为15.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8 907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5 336元，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13 714元，分别高于全省57%和全

国35%[13]（图2）。

 

4.2   五泉镇发展的主要特征

五泉镇依托杨凌示范区的科技、经济、政

策支撑，成为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中以农业立

镇的典型代表，在“三农”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自身的独有特征。

（1）统筹全域发展，服务带动乡村。一方

面，小城镇统筹全域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形成包括小麦育种、经济林果种植、畜牧

养殖、蔬菜种植、苗木和花卉栽培的5大主要产

业（图3），初步形成鲜明的产业功能片区，镇

村分工明确，产业格局发展良好。另一方面，随

着杨陵区乡村建设的全面展开，五泉镇抓住机

遇，促使王上村、毕公村等下辖村庄先后进行

了美丽乡村建设（图4），村庄面貌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人居环境品质逐步提升，产业发展

也有了一定的基础。

（2）立足农业基础，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五泉镇积极利用杨凌示范区科研技术力量，镇

办成立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乡镇基层农技机

构和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农村成立专业合作

社、专家楼和试验基地，开展科技创新和推广

（图5），运用科技成果加速产品升级和运用，促

进产业发展，目前已成为杨凌现代农业的重点

推广基地。

 （3）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农民素质

水平。五泉镇成立了职业农民培训管理中心，

积极搭建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开展现代农业科

技培训和农民专业技能培训（图6）。与日本的

“认定农业者”制度和丹麦的农民“绿色证书”

一样，五泉镇还不断强化职业农民登记工作，

培育农民对农业的认同感、自豪感。

 （4）空间布局趋向合理，城乡建设成效

显著。五泉镇作为陕西省重点示范镇，随着投

入的加大和规划的实施，空间布局越来越合理，

呈现出块状结构布局。不断推动基础设施的品

质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积极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实现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全面完善

和农村环境的全面整治。并制定了农民住房安

置政策和土地流转制度，加快农民进镇落户和

土地的优化配置，促进空间的集约利用（图7）。

图2　 2015年五泉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陕西
省及全国的对比图

资料来源：五泉镇镇政府相关汇报文件。

图3　 五泉镇产业布局图
资料来源：五泉镇镇政府相关汇报文件。

②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简称杨凌区或杨凌示范区，隶属陕西省，是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下辖1个县级区即杨陵区。

③杨陵区，陕西省咸阳市辖区（正式行政区划），名义上隶属于咸阳市管辖，但其正式行政管辖权限交由杨凌示范区管委会行使（即实际属于杨凌示范区管理的下辖

县级单位）。

注释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五泉镇 陕西省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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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五泉镇持续发展策略

新形势下，五泉镇在引领“三农”现代

化方面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五泉镇农业资源

基础较好，但农业产业品质有待提升、农业品

牌知名度不足；农业劳动力发展需求无法有效

满足，仍存在外流趋势；城乡建设粗放、标识性

差，人居环境仍需持续提升等。因此，五泉镇应

准确把握农业型小城镇发展使命及思路，争取

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

引领示范。

4.3.1    提升城乡生活品质

五泉镇应主动借助乡村振兴力量，通过

建设具备本土特色的精致城乡，实现生活环境

的美丽宜居和服务设施的高水平配置。一是以

“工匠精神”推动小城镇规划、设计与建设。在

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工匠精神”，着

眼小细节，求精致、重品位，保证小城镇环境建

设的高质量，打造精致、特色、极具幸福感的城

乡环境。二是建设高品质的城乡服务设施。继续

加大服务设施建设投入，以高标准严格要求小

城镇服务设施建设，配套完善道路交通、供热、

电力、供水、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教

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三是建立整体形象识

别系统。在城乡重点地区和细节的形象塑造上，

突出小城镇本土特色，具体从点、线、面入手构

建别具特色的城镇风貌，展示城镇形象。

4.3.2    加强农业科技应用

当前五泉镇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已具备

一定的基础，但还未在全域有效应用。可利用

现有科研推广空间，搭建农业创—研空间体系

（图8）。首先，在全域统筹设置不同层级的农

业科技创新研发机构及推广组织，重点从事应

用、开发性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任务；其次，利

用乡村周边基本农田资源作为科研试验示范

田，构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研究培育基地，实

现研发和应用的无缝衔接。

4.3.3    完善农民培训体系

五泉镇的职业农民培训仍处于发展阶段，

未来需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上，面向全

域劳动力人口强调匹配人力资源的从业内容

设置和针对性培训（表1）。具体来说，需结合

劳动力人口的文化程度、年龄结构、从业专业

度及转移就业趋势等，丰富从业类型，提升从

业内容，真正实现“留得住”人口。同时面向

杨凌、关中、西北，乃至全国，逐步搭建职业农

民工作平台，建设职业农民网，组建师资库，促

进农民“走出去”，成为职业农民培训标杆。

4.3.4    优化镇村空间布局

从发展现状来看，五泉镇仍存在镇村发展

无序、土地浪费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空

间分布不均衡现象。在未来城镇建设中，五泉

镇应构建现代镇村一体化发展模式（图9），形

成镇—社区—村的村镇发展体系（图10）。镇

图5　 五泉镇农业科技研发
资料来源：五泉镇镇政府相关汇报文件。

图6　 五泉镇农业技能培训
资料来源：五泉镇镇政府相关汇报文件。

表1  匹配劳动力特征的从业类型和内容设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农村劳动力从业类型 从业内容 劳动力特征

农业培训教育工作 职业农民培训、农业技
术培训

一些文化程度较高且农业技能全面、突出，可
通过一定系统学习作为职业农民培训师的，以
及具备较为突出的农业技术经验的农业生产者

高科农业生产工作 高科农业、有机农业、
创新农业 具备一定文化程度、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接

受程度较好、年龄处于26—45岁的劳动力
现代农业服务 营销服务、加工服务、

休闲服务

转移就业从事二产工作
区内、省内省外的外出
务工者、从事二产的相

关工作者

具备一定的采矿、制造、电力及建筑业等工作
经验基础的中青壮年劳动力

其他 较简单的农业生产者、
经营型服务业者

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接受学习能力较差的，
年龄较大、不具备农业生产能力的劳动力

图7　 五泉镇美丽乡村建设图
资料来源：五泉镇镇政府相关汇报文件。

b）　 中心公园a）　 安置小区



大都市边缘区村镇规划 | 35 

区为中心单元，承担城镇产业和居住功能，社

区为产业聚集单元和重点生活单元，村庄为基

本生活单元。依据全域村庄现状产业基础、上

位规划引导等综合确定村庄未来的主导产业

（图11），进而将村庄发展模式划分为绿色农业

带动型、涉农企业带动型、乡村旅游带动型、综

合产业带动型，并划定联合发展片区，推动村

村之间协同发展；依据城乡空间关系将全域村

庄进行圈层式划分，以城乡统筹、差异化配置、

弹性调整为原则，不同圈层村庄设置不同的基

础设施配置标准，采用并网配置、局域网配置

图10　 五泉镇镇村空间发展体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五泉镇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和分散独立配置等不同的配置方式（图12），

实现基础设施的全覆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要

以生活圈理论为基础，按照乡村振兴提出的4

类村庄及不同圈层因村制宜地布局，并进行动

态调整，促进服务设施集约化利用。

5　结语

农业型小城镇是以农业产业为特色的小

城镇，其与地方经济、社会、空间等联系最紧

密，其发展是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力补

充，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但当

前大部分农业型小城镇的为农服务能力长期

欠账，引领三农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本文通

过政策、学理、实践3个层面研判农业型小城镇

的发展使命，并以此构建了转变目标、调整动

力、明确主体、优化空间的发展思路，以期为其

他农业型小城镇提供借鉴。

五泉镇是以农业立镇的典范，其经验在

于利用自身资源禀赋，抓住自身农业的发展优

势，同时积极带动镇域乡村发展，找到了适合

自己的发展路径。需注意的是，五泉镇的发展

有其特殊背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农业高新区

的科研技术战略优势、特色小城镇建设背景下

的国家政策支持等为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未

来，对于其他普普通通的以农为本的小城镇，

当务之急是准确把握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使

命与思路，根据地方实际探索研究因地制宜的

发展道路，实现镇村良性发展。

图8　 农业创—研空间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五泉镇现代镇村一体化发展圈层模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绿色农业带动型

涉农企业带动型

综合条件带动型

乡村休闲旅游带动型

观光旅游联合发展片区

苗木种植企业联合发展片区

有机果蔬企业

联合发展片区

图12　 五泉镇全域给水设施规划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规划并网供水的村庄

规划区域供水的村庄

规划独立供水的村庄

规划区域供水水源

直饮水水质要求的村庄

规划市区给水管网

现状市区给水管网

规划输水管线

规划并网供水管线

规划区域给水管线

小城镇

乡村社区

田园综合体绿色农业带动型村庄

乡村休闲旅游带动型村庄

涉农企业带动型村庄

综合条件带动型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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