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泽政办发〔2020〕7 号

此行间距用于调节，行距=28-标题行数*2（磅）

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及驻县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我县

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根据《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

快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实施意见》（晋市政办〔2020〕6 号）

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目的意义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是

顺应农业发展新趋势、提高农业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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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要素和经营主体向产业园区、优势产业、优势区集聚，

实行全链条开发，引领带动区域农业产业做大做强；有利于示范

带动现代技术和理念向农业农村辐射;有利于带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形成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引领农业发

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平台载体。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产业兴旺”为目标，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为载体，以

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以科技和政策为支撑，立足资源禀赋，建

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要素高度聚集、设施装备先进、生产方

式绿色、经济效益显著、辐射带动有力”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为

集中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奠定基础，推动我县农业转型升级。

（二）基本原则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强化政府公共服务作用，发挥市

场主体的主导作用，形成多种有效创建模式。

——以农为本，标准引领。突出主导产业，以规模种养基地

建设为基础，以产业融合发展为核心，提高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水平。

——共建共享，农民受益。倡导开放办园，注重吸引各方参

与，坚持为农、贴农、惠农宗旨，让农民分享创建成果。

——绿色发展，生态友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推行清洁生产，发展有机旱作农业，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科学布局，同步推进。树立全县“一盘棋”思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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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三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同步推进，分类指导。县级统筹、上

下联动，集中政策、项目、资金、技术资源合力推进创建工作。

（三）目标任务

按照“一年布局、两年创建、三年成体系”总体安排，在市

级整体大框架下，围绕“一县一业一联盟、一乡一特一园区”的

产业发展思路，县级统筹、部门联动、以点带面，带动全县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在 2019 年积极探索，先行先试的基础上，2020

年全面启动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实现“一乡一园”；

申报创建 4-6 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一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2021 年，围绕“粮、果、菜、药、菌、畜、禽”等产业建

成 15 个不同种类、各具特色的省、市、县、乡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为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

（四）区域布局

下村镇：以生猪产业为主导，积极推广“公司+农户”和“市

场主体+贫困户”模式，大力发展 10 万头种猪养殖园、万亩香椿

基地、庵峰岭农业科技示范园，打造“猪—沼—菜”为一体的循

环农业产业园。

大东沟镇：以特色红小麦产业为主导，传承发展晋城“老

5819 特色红麦”品种种植，培塑东沟“七干面粉”地域特色品

牌，推动东沟粮站与合作社、农户签订种植协议，实现 5000 亩

左右的种植规模，打造优质小麦深加工农业产业园。

川底乡：以连翘产业为主导，积极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

+制药集团”模式，培育建设万亩连翘主题公园，充分拓展连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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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源功能，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中药材农业产业园。

周村镇：以油料产业为主导，发展无公害、有机油菜、向日

葵、芝麻、油用牡丹等油料作物规模种植，延伸食用油品加工、

销售，打造“花香+油香”特色农业产业园。

李寨乡：以中药材产业为主导，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

重点在景区周边、南高公路沿线及荒山荒地发展油料及中药材种

植基地，打造万亩中药材农业产业园。

南岭乡：以酥梨产业为主导，发展千亩“葛万酥梨”种植基

地，融合生态农业、林果产业、庄园经济、乡村旅游等新业态，

叫响叫亮“生态南岭”品牌，打造休闲农业产业园。

犁川镇：以蜜蜂产业为主导，依托现有养蜂龙头企业，合理

规划养蜂区域，以“公司+农户”形式积极带动南部山区其他乡

镇发展相关产业，打造蜜蜂养殖农业产业园。

山河镇：以核桃产业为主导，做好核桃树的品种改良、产品

加工，建设万亩核桃种植基地和加工基地，形成核桃产、储、加、

销产业链条，打造核桃农业产业园。

晋庙铺镇：以果蔬产业为主导，由山里乐、太行陉公司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带动建设千亩樱桃、食用菌基地

建设，打造果蔬农业产业园。

大箕镇：以小杂粮产业为主导，依托绿丰园农业专业合作社，

建设以谷子、杂豆、红薯为主的规模种植基地，提升杂粮加工水

平，构建特色农产品体验平台，打造农产品加工农业产业园。

柳树口镇：以种植产业为主导，发展千亩苗圃、千亩山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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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地、千亩杂粮种植基地，建设万吨野生连翘加工、杂粮加工

基地，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农业产业园。

金村镇：以设施蔬菜产业为主导，依托菜篮子“融城”战略，

以金福地为龙头带动全镇发展绿色蔬菜种植基地，构建现代化蔬

菜储运体系，打造蔬菜农业产业园。

高都镇：以种植产业为主导，大力发展“泽州红”山楂酒、

“泽州黄”优质小米、绿色有机蔬菜、生态海兰白鸡蛋、褐（核）

色清香核桃“五彩”农业生产基地和特色农产品加工，打造果蔬

谷农业产业园。

北义城镇：以红薯、小米产业为主导，打造万亩“薯·米”

种植基地，突出龙头企业带动，加强深加工、分类包装、恒温库

房等设施建设，延长产业链条，打造薯米农业产业园。

巴公镇：以“巴公大葱”种植业为主导，进一步挖掘“巴公

大葱”的历史文化价值，提升“巴公大葱”品牌影响力，逐步扩

大种植规模，加强大葱加工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发、引

进和应用，打造农产品加工农业产业园。

大阳镇：以蔬菜种植产业为主导，在李家庄等村以“合作社

+农户”模式建设千亩辣椒生产基地，积极筹建辣椒加工企业，

延伸产业链条，打造旱地蔬菜农业产业园。

北石店镇：以果蔬产业为主导，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形式，带动设施蔬菜、葡萄等基地建设，加强与强民等加工企

业的对接合作，打造果蔬农业产业园。

三、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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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全政策链扶持”的思

路，强弱项，补短板，提升各功能板块整体实力。重点做大做强

主导产业，建设优势特色产业引领区；促进生产要素集聚，建设

现代技术与装备集成区；推进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发展，建设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区；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建设新型经营主体

创业创新孵化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建设现代农业示

范核心区。

（一）科学编制规划

突出规划引领，围绕农产品主产区布局，重点规划杂粮、林

果、蔬菜、中药材、畜产品、小麦等产业园；围绕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布局，重点规划泽州红山楂、泽州黄小米、泽州连翘、义城

红薯、巴公大葱、翁山香椿、南岭酥梨等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园；

围绕城镇布局，重点规划一产为基、融合发展的产业园。同时，

在功能布局上，坚持产业融合，突出全产业链开发；坚持产村融

合，突出生态聚居、公共服务、园区治理、生态文化传承保护；

坚持城乡融合，突出城乡要素集聚、一体发展。规划要力求符合

本地实际，突出地域特色，提高含金量。

（二）严格创建标准

——把好创建关。要严格执行乡镇申报，市、县分级评审的

创建程序。符合条件的，公示后纳入创建名单。

——把好认定关。要严格审核创建条件，按照市、县产业园

创建标准，择优予以认定；对有负面事项的，取消认定资格。

——把好评价关。对纳入创建名单的产业园，进行年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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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评价的予以认定；未通过评价的，下年度再次组织评价；两

次均未通过，取消创建资格。

（三）抓好全产业链开发

围绕主导产业全产业链建设，瞄准薄弱环节和制约产业发展

的瓶颈，强弱项，补短板，提升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在基地建设

上，坚持规模化，推进集中连片，为统一管理创造条件；坚持设

施化，整建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整体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

坚持绿色化，建立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实行标准化生产和资

源循环利用。在产业发展上，围绕主导产业，抓好“种植与养殖”

结合，做强种养产业循环链；抓好“基地与加工”结合，做强加

工转化增值链；抓好“线上与线下”结合，做实产销对接营销链；

抓好“农业与相关产业”结合，做深农林文旅康融合链。

（四）加强科技装备建设

在科技支撑上，突出种养新品种的研发、选育、培育，突出

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在有机旱作农业

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在装备提升上，突出机械化，发展

适宜山地丘陵区作业的小型农机、植保装备，提高农业综合机械

化率；突出信息化，大力推进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建设。

（五）科学培育经营主体

坚持培育、扶持、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围绕耕、种、管、

收、储、加、销等环节，推动社会化服务向产后烘干、储藏、加

工、包装、营销等产业链后端延伸。支持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以分

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与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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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户建立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合力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政府县长任组长的泽州县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领导小组（具体名单见附件），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指导推进现代

农业产业园申报创建工作。

（二）落实财政支持政策。充分利用国家、省、市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奖补政策，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方式，集中项目、

资金对产业园创建给予扶持。对批准创建的产业园，优先安排涉

农项目；对认定挂牌的产业园，给予资金奖补，鼓励产业园提

档升级。

（三）建立完善督导机制。将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纳入年度

考核范围，围绕目标任务、建设内容、日常调度等，完善督导机

制，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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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泽州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张 军（县长）

副组长：张 翀（副县长）

成 员：王晋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庞培芳（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韩建英（县政府办主任）

韩安阳（巴公镇镇长）

李 庭（县政府办副科级干部）

冯文涛（县教育局局长）

贺爱军（县财政局局长）

侯占方（县自然资源局负责人）

董效义（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良善（县水务局局长）

崔小占（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

李广林（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刘晋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连海峰（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

郭小伟（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局长）

王天明（县招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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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家龙（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县畜牧兽医中心负责人）

鄢 晋（县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庾吉林（农机发展中心副主任）

张建军（高都镇镇长）

焦建强（北义城镇代镇长）

王 冲（大阳镇镇长）

马剑华（下村镇镇长）

宋海东（大东沟镇镇长）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工作如有变动，由相应岗位人员自然递补，

不再另行发文。各乡镇要高度重视，成立相应组织机构。

节，行距=28+版记行数*2（磅）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

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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