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
富则国家盛。山东改革发轫于农村，经过40年
发展，农村改革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农村社
会经济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农业生产经
营方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得
到质的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
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快速提高，农业产业集
聚融合趋势明显，新旧动能有序转化，为加
快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一、农林牧渔业实现跨越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全省始终把“三农”问

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农业农村经济政策，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
极性，农业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内部结构明显
优化，呈现健康快速发展态势。

(一)经济总量持续增长。2017年，全省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9140 . 4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
一，比1978年增加9038 . 2亿元，是1978年的89 . 4
倍，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6 . 0%。分行业
看，种植业产值4403 . 2亿元，林业165 . 1亿元，
牧业2501 . 4亿元，渔业1476 . 0亿元，1979—2017
年年均分别增长5 . 2%、5 . 6%、7 . 5%和7 . 0%。农
林牧渔服务业达到594 . 7亿元，比2003年增加
546 . 7亿元，年均增长12 . 6%。

(二)生产结构明显优化。林牧渔业比重快速
提高，进一步优化了整个农业生产格局。从种
植业看，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
重由1978年的82 . 0%下降到2017年的76 . 1%，蔬
菜、瓜类等经济作物的比重上升9 . 7个百分点。
水产品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比重由1978年
的37 . 1%上升到2017年的73 . 9%。

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改革开放40年来，全省全面落实强农惠农

政策，深入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加快土地流
转，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农林牧渔业生
产水平全面提高。

(一)粮食产量连创新高。1978年，全省粮食
总产仅有2288万吨，单产仅2598公斤/公顷。
2017年，粮食产量5374 . 3万吨，比1978年增长
134 . 9%；单产达到6356公斤/公顷，比1978年增
加3758公斤/公顷，增长144 . 6%。

(二)经济作物保持优势。山东是棉花、油
料、蔬菜和水果等经济作物生产大省，对保障
居民生活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从棉花生产看，
改革开放以来，受供求关系影响，棉花生产呈
现倒V字型态势。1984年，棉花产量达到172 . 5
万吨，占全国27 . 6%，位居全国第一。随后受政

策、价格、效益等因素影响，棉花生产开始萎
缩。2017年，棉花总产量20 . 7万吨，比1978年增
加5 . 3万吨，增长34 . 4%，位居全国第三。从油
料生产看，1990年，全省花生总产量210 . 7万
吨，占全国33 . 1%，居全国第一。到2001年，油
料产量创历史新高，达到377 . 3万吨。随后，受
市场供求影响，播种面积持续下降，2017年油
料产量减至318 . 3万吨，居全国第三位。从蔬菜
水果生产看，2017年，全省蔬菜产量8133 . 8万
吨，园林水果产量1647 . 6万吨，分别是1978年的
11 . 4倍和10 . 9倍，分居全国第一位和第三位。

(三)林业建设成绩显著。2017年，全省森林
覆盖率达到17 . 51%；造林146 . 8千公顷，是1978
年的1 . 9倍；育苗面积192 . 2千公顷，是1978年的
3 . 4倍。拥有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119处，比
1999年增加61处。

(四)牧业规模化水平提高。2017年，全省肉
类总产量866 . 0万吨，是1978年的14 . 2倍，年均增
长7 . 0%。禽蛋总产量445 . 1万吨，是1978年的19 . 8
倍；奶产品产量231 . 3万吨，是1978年的33 . 9倍。
畜禽标准养殖规模化率达到71%。

(五)渔业生产发展迅速。2017年，全省水产
品产量868 . 0万吨，是1978年的11 . 7倍，年均增长
6 . 5%。其中，养殖水产品产量年均增长9 . 2%，
高于捕捞年均增速5 . 4个百分点。现代设施渔业
加速发展，渔业工厂化养殖、标准生态化池塘
产量分别达到14 . 0万吨和47 . 2万吨。

三、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和标准化生产，农
业生产由单纯依靠人力畜力向机械化、智能化
发展，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一)生产条件明显改善。2017年，全省农机
总动力达到1 . 0亿千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83 . 0%。拥有大中型拖拉机60 . 4万台，是1978
年的7 . 8倍；联合收获机从几乎没有发展到30 . 5
万台，小麦、玉米从完全依靠人力发展到98 . 8%
和93 . 7%的机收率。智能温室扩展到1655个，是
2011年的3 . 4倍；种植面积11338 . 6亩，是2011年
的6 . 1倍。2017年末，全省除险加固大中型水库
21座、小型水库249座，治理中小河流210条，开
工建设雨洪资源利用项目22个，综合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1320平方公里。

(二)科技成果应用成效突出。2017年省市县
乡四级农技推广机构达到4771个，农技人员2 . 9
万人，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超过7万人。全省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 . 3%。2017年审定主
要农作物新品种62个。

(三)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生产条件的改
善、农业科技成果的运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
效率。2017年，全省亩均产值达到3856元，是

1978年的50倍。从亩均用工看，生产小麦、玉
米、棉花用工数分别为4 . 5天、4 . 6天和22 . 6天，
比1978年分别减少83 . 9%、81 . 0%、50 . 4%。规模
化养殖使生猪平均用工数由1980年的33 . 1天降低
到1 . 8天。

四、农业产业化实现新突破
山东是农业产业化发源地。党的十八大以

来，农业产业集聚、提升、融合发展不断加
快，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农业产业化水平日益提高。

(一)土地规模经营适度。山东是全国最早试
点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省份，也是
最早进行“三权分置”改革的省份。2017年，
全省流转土地1243千公顷，比上年增加109千公
顷，增长9 . 6%。土地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更加
明显，面积达到5 7 8千公顷，占流转面积的
46 . 5%。全省建立110多个县级以上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累计实现交易额超过200亿元。

(二)产业化组织质量高。2017年，全省农业
产业化组织8673个，其中农业龙头企业数量达
到6069个，销售收入达到16944 . 5亿元，出口创
汇170亿美元。家庭农场快速发展，仅2014年一
年时间就登记了3 . 7万家。2017年，登记家庭农
场扩大到4 . 1万家。

(三)农业服务业快速发展。2017年，全省农
林牧渔服务业产值达到594 . 7亿元，比2003年增
加546 . 6亿元，年均增长10 . 7%。农林牧渔服务业
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003年的1 . 7%提高
到6 . 5%。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20万个。

(四)农产品出口优势明显。2017年，全省农
产品出口总值突破1100亿元大关，占全国的
22 . 7%，连续19年居全国首位。其中，对日本出
口农产品291 . 6亿元，增长8 . 6%；对欧盟出口
183 . 1亿元，增长8 . 1%；对东盟出口169 . 0亿元，
增长6 . 9%。冷库规模容量、冷链运输车数量、
运输能力均居全国首位。

五、农业“新六产”催生新业态
近年来，全省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基础优

势，建设多业态打造、多主体参与、多机制联
结、多要素发力、多模式推进的农村、三次产
业融合发展体系，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繁荣。

(一)品牌农业蓬勃发展。2016年，率先在全
国发布省级农产品整体品牌，推出了“齐鲁灵
秀地、品牌农产品”山东农产品整体品牌形
象，首批认定11个区域公用品牌、100个企业品
牌和20家品牌产品专营体验店。2017年，全省
遴选32个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超过300个
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200个农业企业产品
品牌。烟台苹果、滕州马铃薯、章丘大葱、金
乡大蒜、威海刺参等5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进入“2017年度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排行榜”百强，上榜数量居全国首位。

(二)农村电商快速壮大。2017年，农村网络
零售额541 . 9亿元，占全部网络零售额的12 . 9%。
邮政充分利用线下网点渠道优势，搭建联通生
产者、经销商、零售商、种植户的“买卖惠”
农村电商平台。目前已扩展到全省17个市122个
县，发展零售商户5 . 5万家，实现行政村基本覆
盖。

(三)乡村旅游提档升级。2017年，乡村旅游
接待人数4 . 45亿人次，超过全省旅游接待总数
的1/2；乡村旅游收入2549亿元，超过全省旅游
收入的1/4。全省规模化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庄超
过3200个、经营户6 . 4万户，吸纳安置就业33万
人。61个村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中国乡村旅
游示范村”，居全国第一。2017年，新增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2个、最美休闲乡村
5个；新增省级示范县10个、示范点20个、示范
园区22个。

(四)生态农业方兴未艾。2017年，全省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
理标志获证企业3561家，产品7508个；产地总面
积3751千公顷。2008—2012年化肥施用量基本实
现零增长；2013—2017年连续4年平稳下降，由
472 . 7万吨下降到440 . 0万吨，年均下降8 . 2万吨。
2017年，农药、地膜使用量分别为14 . 1万吨、
11 . 4万吨；配方肥应用面积8250千公顷、水肥一
体化推广面积260千公顷、商品有机肥用量300
万吨。

六、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全省聚焦产能提升、产业

带动、产品升级，聚力城乡互联互通、共建共
享，全方位多渠道推动人居环境优化、社会服
务延伸。

(一)脱贫攻坚战果辉煌。2014年精准识别建
档立卡以来，全省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超过
500万人，年均减贫1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
从7 . 2%下降到0 . 3%以下，扶贫工作重点村“五
通十有”建设成效明显，贫困群众出行难、灌
溉难、吃水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得到切
实解决。

(二)农民增收速度快渠道多。全省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15元提高到2017年
的15118元，增长130 . 5倍，年均增长13 . 3%，扣
除物价因素影响，年均实际增长8 . 4%。改革开
放以前，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主体，1978年农
民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
是77 . 8%和22 . 2%。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确立、劳动力转移加快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农民收入日趋多元化，2017年人均经营净收入
从1 9 8 3年的2 8 6元增加到6 7 3 0元，年均增长

9 . 7%；人均工资性收入由1983年的55元增加到
6069元，年均增长14 . 9%；人均财产净收入达到
391元，是1983年的49 . 8倍，年均增长10 . 6%；人
均转移净收入由1983年的13元增加到1928元，年
均增长13 . 7%。

(三)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
2017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94元提
高到 1 0 3 4 2元，恩格尔系数由 6 1 . 6 %下降到
28 . 6%，下降33 . 0个百分点。2017年，农村文教
娱乐、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支出分别达到1141
元、1129元和1710元，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分别
比1990年提高2 . 9、5 . 8和14 . 9个百分点。2016年
全省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每百户农村居
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和空调等耐用
消费品分别达到107 . 4台、90 . 2台和52 . 9台，每百
户拥有手机、计算机、汽车分别达到215 . 5部、
46 . 4台和32 . 7辆。

(四)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第三次农业普
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99 . 9%的农户拥有自
己的住房，高于全国0 . 4个百分点。1009 . 2万农
户饮用水为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占全部农
户的51 . 4%，比2006年提高15 . 3个百分点。全省
100%的乡镇实现垃圾集中处理、99 . 3%的村垃圾
集中处理，分别高于全国9 . 2和25 . 4个百分点。
通村道路和村内主要道路水泥路面占比分别达
到65 . 2%和75 . 4%，分别比2006年提高34 . 9和47 . 5
个百分点；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的村占比达到
90 . 5%，安装有线电视的村占比为99 . 5%，分别
比2006年提高45 . 4和18 . 8个百分点。99%的村通
宽带互联网。

改革开放40年，山东“三农”发展硕果累
累，成就斐然，农业农村“稳定器”“压舱
石”作用更加凸显。下一步，应牢固树立并践
行新发展理念，把牢抓实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推动全省农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破解
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全力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

“三农”发展成果丰硕 乡村振兴基础稳固
——— 改革开放40年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分析之农业农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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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上午，风和日丽，嘉祥县纸坊镇东
方左岸假日小镇里农民运动会“大戏”正在激
烈上演。这次运动会吸引了全县13个镇街的村
民参加，济宁、金乡等周边县市的游客也趁着
运动会举办之机来假日小镇周边休闲旅游。

“早几年南部山区漫天粉尘，别说来这里
玩了，开车经过都得紧闭车窗。”家住嘉祥县
城的李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封山禁采政策实施
以来，不仅环境改善了，周边还发展起了文化
旅游产业。“我们今天打算把周边的武氏祠、
法云寺、德信山庄、青山景区等逛一遍，好好

休闲一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的优势和宝贵财

富。早年，因为开山采石，嘉祥县生态环境恶
劣，虽然从2011年开始封山禁采，但生态欠账
大，裸露破损的山体急需修复。为此，嘉祥县
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植树造林、恢复原有生
态，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

纸坊镇东纸坊村村民刘怀苍于2013年承包
老牛愁山，几年下来荒山改头换面成了绿山，
“县林业局为我争取了不少扶持政策，这才有
了现在的变化。”

嘉祥县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
对有意向利用废弃山体转型发展的开采业户，

政府优先明确荒山承包权，优先落实扶持资
金，优先安排配套项目；按照“谁治理、谁受
益”的原则，鼓励并引导农户联合承包荒山复
绿，政府配套修建基础设施，通过修复山体、
植树筑路、打井建池、引水上山，将废弃荒山
打造成种植、采摘、旅游、度假于一体的生态
观光园。

山绿了、水清了、天蓝了、空气清新了，
各镇街也抓紧“修炼内功”，改善各村内的生
活环境。厕所革命、整修下水道、硬化路
面……不知不觉中，昔日泥泞的土路变成了水
泥大道，裸露的下水道消失不见了，沿街都是
绿植鲜花，生活在这样的乡村中，才是真正的

“田园生活”。
山清水秀风光美，人杰地灵气象新。为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嘉祥县各乡镇按照“一村一
主题、村村有特色”的建设标准，秉承“山水
为体、文化为魂”理念，根据村庄生态、文
化、产业等要素特点，打破格式化、复制化、
模式化的建设弊端，做活做新做好美丽乡村建
设文章，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万张街道曹庄村有100多棵虬枝盘旋的枣
树，街道以这片枣林为背景，做起了美丽乡村
的大文章。他们在枣林中铺设了石板小径，修
建了小型花池，搭建了石桌，摆上了石凳，成
为村民们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孟姑集镇岳楼

村围绕岳飞和岳峰秀的历史故事，充分挖掘文
化底蕴，以“忠”“孝”“廉”文化为设计主
题，重点打造了文化广场、岳氏家祠和老年活
动中心。金屯镇后卢楼村依托云泊湾湿地公
园、拾花社玫瑰园建设美丽乡村，将其朴素的
生态美衬托得更加巧妙自然……

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嘉祥县严格
遵循《美丽乡村建设规范山东省地方标准》，
不搞千篇一律，不搞大拆大建，不挖山、不填
坑、不扒房、不砍树，以独特的自然环境、古
老村落、民俗风情为村魂，让村庄融入大自
然，致力于打造一个让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绿色宜居的生态嘉祥！

■改革开放四十年·乡村振兴谱新篇④

打造绿色宜居生态嘉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山东分公司”)已于2018
年9月29日10时至2018年9月30日10时在信达山东
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竞
价活动，仅有一名竞买人(竞买号U3477)出价
4000万元整，现补登处置公告如下：

公告详情：
截至基准日2018年6月30日，我公司持有对

山东省高唐蓝山集团总公司项目债权本金
4996 . 42万元，利息138 . 04万元，合计债权总额
5134 . 46万元。

该债权交易对象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 (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除外)。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分

公司联系。若在公告期内无异议，将确定竞买
人(竞买号U3477)为最终买受人。

联 系 人：刘先生(0531—87080304)
电子邮箱：liujia8@cinda.com.cn
信达山东分公司地址：济南市经三路293

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信达山东分公司：0531—87080335，财政部驻

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0531—8606305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箱：dingtianwen@cinda.com.cn
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淘宝网资

产竞价网络平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8年11月2日

中国信达山东分公司对高唐蓝山集团总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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