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石泉县两河镇委员会文件
两发〔2024〕14 号

中共两河镇委员会 两河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两河镇 2024 年农业产业振兴实施

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党支部、村（居）委会：

现将《两河镇 2024 年产业振兴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遵

照执行。

中共石泉县两河镇委员会 石泉县两河镇人民政府

2024 年 4 月 12 日



两河镇 2024 年农业产业振兴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有力有效推进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夯实乡

村振兴基础,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和中省市县农

村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千万工程”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围绕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按照“稳存量、促增量、

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的思路，以富硒食品预制菜

首位产业为引领，科学规划布局和落实蚕桑、魔芋、林果、优质

粮油、中药材等农业主导特色产业，健全完善“企业+基地+集体

经济（合作社）+农户”联农带农机制，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

文章,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升级、产业富民之路。

二、重点任务

（一）全力以赴狠抓粮食安全。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

力，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决遏制耕地“非

农化”，防止“非粮化”，常态化开展撂荒地治理，落实“田长

制”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完善农田水

利配套设施，严守耕地红线。坚持生态、有机、绿色目标，坚持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多措并举，加大粮油提单产集成技术推

广，强化种子农资监管，狠抓野猪危害防控、病虫害防治和极端

天气预警防范，推动农业保险提标、增品、扩面，落实玉米、水

稻完全成本保险政策，稳定全镇粮食种植面积 1.64万亩以上，

保持粮食产量 0.43万吨以上。

（二）培优壮大富硒食品预制菜首位产业。紧盯我县富硒、

生态资源优势，围绕“全国富硒食品产业强县、西北预制菜之乡”

目标，着力建基地、强龙头、育主体、树品牌、延链条，培优壮

大富硒食品（预制菜）首位产业。2024 年，建设预制菜原材料

供应基地 2个。

（三）巩固发展五大主导产业

1.提升蚕桑产业品质。紧扣“产茧扩能、蚕茧提质、生丝提

级、蚕业提效”，坚持以天成丝业和县蚕种场公司为链主龙头，

推行订单生产，强化“专家团队+专技队伍+经营主体+成果转化”

的科技推广体系。以城镇社区、迎河村、高原村为重点，着力提

质增效，不断优化桑园基地，改良桑园品种，新建桑园 300亩，

稳固桑园 3000亩，年养蚕发种 5484张。抓好小蚕共育点建设，

做好蚕桑资源综合利用，发展桑禽、桑菌、桑肥、桑饲（料）复

合经营，做大富硒蚕桑品牌，推动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

2.稳定畜牧产业规模。加速推进农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推

行“畜沼园”生态循环养殖模式，按照“做优做强生猪，统筹提

升牛羊家禽产业”和“育龙头、强链主、补链条、建集群”的思



路，以产业化经营为总揽，强村大户、一村一品为重点，质量效

益为核心，标准化养殖为支撑，着力抓好良种繁育、标准化圈舍、

疫病防控和龙头企业建设，搞好技术培训，严格饲料兽药监管，

使畜牧产业成为农民稳定增收和农村经济突破发展的一项支柱

产业。全年生猪存栏 5665 头，牛存栏 1924 头，羊存栏 4053 头，

禽存栏 4.6 万羽。

3.夯实蔬菜产业基础。围绕建设预制菜原材料供应基地，以

中心村、迎河村、金盆村为重点，以保供给、强营销、提效益为

核心，抓好基地建设、园区培育、品牌打造。全年发展蔬菜 3800

亩、产量 5400 吨，新发展黄花菜 500 亩。

4.巩固魔芋产业效益。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以机制、

技术和模式创新为动力，坚持以园区为载体、魔芋—玉米立体种

植、林下种植为重点、庭院种植为补充，建立健全领导抓点、干

部包抓责任制，形成村企联动、镇村配合的工作格局。注重魔芋

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破解魔芋病虫害防治顽疾，保障魔芋

产业稳定增收。推动全镇魔芋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健康发展，促

进农民增产增收。全年新发展魔芋 400 亩，累计种植魔芋 1900

亩。

5.做大中药材产业规模。依托本草溪谷中药材基地，以中心

村、金盆村、艾心村、高原村为重点，通过市场主体引进、订单

种收、争取项目支持，重点发展五味子、天麻、黄精、猪苓等中



药材，全镇新发展中药材面积 1200 亩，其中新发展黄精 500 亩，

发展淫羊藿 400 亩，其他各类中药材 300 亩。

（四）着力打造三大特色产业。结合各村地理环境、产业基

础、市场需求等特点，巩固发展烤烟、食用菌、林果三大特色产

业，形成主导产业引领、区域特色产业共进的产业发展格局，全

年发展烤烟 1800亩，食用菌 130亩，新发展林果 100亩，管护

提升林果面积 200亩，同时兼顾发展生态渔业等小众产业。

（五）积极壮大集体经济。充分发挥集体经济上联龙头企业、

下联农户的纽带作用，建全完善“龙头企业+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能人大户+千家万户”产业发展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在产业链上

增收。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生产经营、产业带动、资源开发、

委托经营、劳务服务、异地置业等方式，多渠道增加自主经营收

入。到 2024 年底，在稳定所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益 10

万元以上的基础上，培育年收益不低于 20万元的集体经济示范

村 2个，培育年收益 50万元以上的村集体经济强村 2个，持续

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能人大户等经营主体培育，落

实扶持政策，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激发市场活力。

三、推进措施

（一）抓新型主体，构建振兴体系。按照“一个产业培育一

个大龙头，联盟专业合作社，带动一批家庭农场”的模式，大力

提升以天成丝业、柏盛魔芋、及食雨蔬菜、正兴黄花菜、双樟牧

业 5 大农业企业为龙头，持续打造以中心村本草溪谷农旅融合示



范区为典型。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巩固提升中心、新春 2个集

体经济示范村，新发展金盆、迎河 2个集体经济示范村，构建“龙

头企业+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能人大户+千家万户”的产业振兴

体系，逐步增强产业发展市场竞争力和带动力。

（二）抓市场流通，建立营销体系。支持龙头企业、集体经

济示范村开展农产品储藏、保鲜、烘干等仓储冷链物流建设。安

排农副产品宣传推介专项经费，组建农产品营销团队。借力消费

扶贫平台，鼓励经营主体进入“832”消费平台，与对口市县和

大型超市、企业签订农副产品销售合同，通过多种形式销售农副

产品，提高产品知名度。鼓励利用网络平台，做到线上线下、镇

内镇外同步营销，满足客户需求，促进我镇农副产品销售。

（三）抓技术培训，增强产业发展能力。以五大主导产业为

重点，各村产业发展特点及技术需求为导向，因业施策，科学设

置培训内容，并按不同产业关键时间节点，及时开设各类专题技

术培训班，邀请县行业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本地技术推广单位、

现代农业园区及农业企业技术骨干以及乡土专家进行授课，采取

“农民需求、专家上门、菜单式服务”的方式，定点、定向培训，

保证培训质量。重点利用田间课堂，采用专题化、短班化、小班

化、类别化、训练化为特点的“手把手、面对面”现场培训，以

及发放技术资料、入户指导、微信群、短信等多种灵活的方式，

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为责

任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班子成员、党政办、农综站、经发

办站办、脱贫办、财政所、社保站、公用事业服务站等站所负责

人为成员的产业振兴工作专班，专班设在镇农综站，由副组长兼

任办公室主任，站办所成员负责具体办公。

（二）加大政策支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县支持产业

发展扶持政策，积极向上争取产业发展资金、对口帮扶资金等多

渠道资金支持产业振兴发展。重点支持主体培育、农旅融合、集

体经济、基地建设、营销推介、品牌培育，对增量部分实施奖补。

加大农业保险、金融涉农支持力度，增加信贷资金规模，对产业

振兴建设项目给予金融支持及政策奖补。加强技术服务体系建

设，围绕产业振兴“五十百千万”工程，构建企业、服务组织、

专家院校、推广单位等多元化农技服务体系。

（三）完善利益联结。建立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纽带的联

结机制，实行农业龙头企业与集体经济合作社签订订单、集体经

济合作社分单组织、家庭农场和农户接单生产、集体经济合作社

组织销售模式，形成分工协作、利益联结、互利共赢的格局，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产业效益。用好用活产业奖补政策，按照集

体经济合作社年度收益奖补到集体经济合作社，再由集体经济合

作社对产业发展突出的家庭农场和农户进行奖补，充分调动干部

群众的积极性。



（四）严格督导考核。镇党委、政府把产业振兴纳入各村（社

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衡量各村（社区）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评优的重要标准，镇纪委定期开展督导检查，

对工作推进不力、措施不到位的村（社区），严格追究责任并在

年终综合目标考核中扣减相应分值，确保各项发展任务落实到

处。

附件：两河镇 2024 年农业产业振兴建设任务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