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石农发〔2025〕5 号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石泉县 2025年蔬菜产业发展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

根据安康市农业农村局《2025年蔬菜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安农发〔2025〕6号）要求９现将《石泉县 2025年蔬菜产业

发展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９请认真抓好落实。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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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县 2025年蔬菜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认真落实省市蔬菜及食用菌产业链建设工作要求９加快推动

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９有效提高城乡居民“菜篮子”及预制菜链主

企业加工原料自给保供能力９结合我县实际９特制定本方案。

一、发展目标

按照“调结构、优设施、提质量、增效益”的发展思路９以提

质增效为目标９以农业园区为载体９以蔬菜保供基地和预制菜原料

基地建设为抓手９加大基础设施配套完善９聚焦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９合理优化产业布局９突出巩固提升设

施蔬菜９因地制宜稳步发展露地、高山蔬菜及食用菌产业９确保全

县蔬菜及食用菌面积稳定在 8.5万亩以上、产量 10.5万吨以上（各

镇具体目标任务依照石农工办发〔2025〕1号）。

二、重点工作

(一)加大蔬菜保供基地建设。持续按照“1+10+N”蔬菜保供基

地建设方案要求９以城乡居民蔬菜消费保供给、保安全、优品种为

核心９重点围绕县城、集镇及移民搬迁社区优化蔬菜产业布局９在

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交通便利的川道地区重点发展设施蔬菜种植９

在浅山丘陵地区适度发展露地蔬菜种植９积极引导发展高山反季节

蔬菜、特色蔬菜９通过优势互补９丰富种植种类９优化蔬菜品种结

构９实现淡旺季调控和均衡供给需求。巩固提升丝银坝、堰坪、沙

湾、茨林、大沟、三合村 6个蔬菜保供基地９新建力建、良田、西

沙河村 3个蔬菜保供基地９培育丝银坝、堰坪、蒲溪 3个蔬菜产业

强村９培育城关、池河 2个蔬菜产业强镇。

（二）突出预制菜原料基地建设。紧盯“全国富硒食品产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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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西北预制菜之乡”发展定位９按照“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

+能人大户+千家万户”的发展模式,大力推进预制菜原料供应基地建

设。以城关、池河、饶峰、中池、喜河等镇为重点９全县建设预制

菜原材料供应基地 35个９完成预制菜原料订单种植面积 5000亩。

（三）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按照统一规划、适度规模、设

施配套、生产标准、模式高效的原则９积极申报争取省级“三改一

提”设施农业项目９加快老旧设施蔬菜基地更新改造及新建基地水、

电、路、信、棚等设施的配套完善９实现生产设施化、高效化、省

力化９全面提升蔬菜基地现代化装备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益。加大对

已建蔬菜设施大棚管理力度９充分挖掘设施利用潜力９全力盘活蔬

菜设施大棚资源９有效治理设施长时间闲置９提高设施利用率９实

现设施蔬菜优质、高产、高效９有效提升反季节蔬菜供应能力。

（四）夯实蔬菜产业科技支撑。加强蔬菜种植品种、新技术、

新机具、新模式的引进、集成创新９重点研究推广绿色、有机栽培

技术９不断提高蔬菜生产规范化、标准化、科技化水平９提高蔬菜

产量及品质。加大蔬菜生产技术人才培养９以及蔬菜产业从业者农

产品安全、市场营销、诚信意识以及新技能、新理念的培训９提高

技术、市场、法律意识９增强实际操作和经营管理能力。要依托市

级蔬菜产业技术体系９加强县、镇、村蔬菜产业技术服务队伍建设９

抓好技术人员知识更新９增强服务能力９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要因

时因地抓好蔬菜生产技术培训９精准分类开展现场指导服务９科学

做好防灾减灾。

（五）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以“富硒＋有机”为路径９严格

落实农业绿色发展、全程质量管控等相关标准９强化生产档案记录

和质量追溯管理９推进蔬菜标准化生产９健全完善蔬菜产品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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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体系９大力推进“两品一标”认证９鼓励生产经营主体积极

注册商标、培育特色品牌。积极推广“蔬菜+”的发展模式９将蔬菜

与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研学、康养、电商等产业融合９打造产业

新业态９提高蔬菜产业经济效益。

（六）加强主体培育引＇产业发展。大力培育蔬菜“链主”企

业做大做强９支持企业进一步优化完善产、加、贮、运、销全产业

链体系９加大“富硒、绿色、有机”蔬菜产品培育及宣传推介力度９

提升品牌知名度及市场占有率９大力开拓市场９积极研发新品９全

面提高产销水平；支持“链主”企业构建蔬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９

推行线上线下同步营销９形成一体化的市场营销体系９推动构建稳

定的“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模式９创新利益链接机制９促进蔬菜

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加强蔬菜生产农业园区、家庭农场、种

植大户培育力度９积极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参与蔬菜基地建设９进一

步夯实蔬菜产业发展基础。

（七）强化供需对接服务促营销。以预制菜产业发展为契机９

围绕预制菜产业原料基地建设９加强信息调度９发布供求信息９主

动做好服务９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活动。支持蔬菜生产企业加强生

产加工、冷冻储藏、销售运输等配套设施建设９减少生产、流通、

销售环节损耗。积极引导企业主体开发净菜、配菜、预制菜、脱水

菜、腌制菜、酱菜等蔬菜产品９延伸蔬菜产业链９提高蔬菜产品附

加值。大力发展市场直销、农超对接、连锁经营等模式９形成稳定

的产销渠道。建立合理市场需求调节机制９提升蔬菜持续供应能力９

确保蔬菜稳产保供。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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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导。成立由县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任组长９

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各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为成员的蔬菜产业

建设领导小组９指导建设蔬菜保供及预制菜示范基地９推广应用新

品种、新技术９加强技术服务９逐步提高全县蔬菜标准化生产水平。

各镇要充分利用当地耕地资源禀赋及自然气候特征９筛选适宜当地

发展的蔬菜产品９认真谋划蔬菜产业及预制菜基地发展。

（二）加大政策扶持。严格落实《石泉县 2025年农业产业振兴

实施方案》９重点围绕基地建设、主体培育、集体经济、营销推介、

品牌培育等关键环节加强政策聚集、项目配套９推动蔬菜产业可持

续发展。各镇、相关部门切实强化工作措施９积极争取国家、省、

市各类扶持蔬菜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项目９支持全县蔬菜产业的

发展。

（三）狠抓技术指导。县农技站成立由站长任组长、副站长任

副组长的蔬菜产业建设技术服务工作组９负责蔬菜产业建设的规划

落实、组织协调、督促检查９结合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及家庭农场的

培育９对设施蔬菜产业园区、设施蔬菜基地的种植大户实行技术专

家驻园入户包联９切实帮助农户解决好产前、产中、产后等方面技

术难题９不断形成体系完善、覆盖面广、就近便捷的技术服务网络９

逐步提升蔬菜产业技术服务水平。

（四）严格督导考核。县委、县政府把蔬菜产业建设纳入各镇、

各有关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９强化督办考核力度９定期开展

督导检查９对工作推进不力、措施不到位的单位９严格追究责任９

并在年终综合目标考核中扣减相应分值９确保各项发展任务落实到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