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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农业农村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东北振兴‘十四五’

时期要有突破”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抚顺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安排部署，统筹推动抚顺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

规划，全面振兴实施方案落实落地，结合抚顺农业农村现阶

段工作实际，安排部署“十四五”后三年各项重点工作、重

点任务、重点工程，进行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实施，确

保农业农村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

北、辽宁、抚顺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按照坚持“工业立市、工业强市、产业兴

市”、加快打造“两大基地”、发展“六大产业”、推进“三

个融合”、建设“五个抚顺”的总体工作目标，以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

产业体系为重点，强化科技集成创新，推进农业资源利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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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化、投入品减量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加

快构建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抚顺全面振兴取得新突

破，努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二）工作目标

推动农业农村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是从 2023年到 2025

年，通过全力实施本方案，完成以下六个方面的目标任务。

即稳定粮食生产,增强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大力发展

乡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大科技支撑,强化品牌建

设；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美丽村庄建设水平；深化

农村综合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服务保障,推进

农业生产健康发展。在经济增长速度上，2023 年实现农业经

济增长要与全省农业发展水平保持同步，到 2025 年要实现

“十四五”经济增长的目标。助推抚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实现新突破。

二、重点任务

（一）稳定粮食生产,增强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1.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坚持“守底线、优结构、提质量”

原则,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82万亩以上,正常年景粮食产量

力争实现 87 万吨。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非粮化”整治，确保 134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

要农产品保护区面积不减、质量不变、种粮属性不变。全面

提升耕地质量,分类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扎实推进保护性

耕作。到 2025 年逐步将全市 170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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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标准农田，稳步有序扩大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达 15 万

亩。

2.保障“菜篮子”产品稳定供应。稳定果菜生产面积,

确保蔬菜播种面积在 8.5 万亩,产量 19.5 万吨;水果栽种面

积稳定在 13.77 万亩,产量 13.1 万吨。加快发展设施农业,

鼓励建设工厂化育苗中心,推广高光效日光温室和标准化钢

骨冷架棚。保持肉、蛋、奶产量稳定增长,2023 年实现肉、

蛋、奶产量 12.672 万吨、3.4 万吨、0.28 万吨。到 2025 年，

全市新增设施农业 15000 亩，其中：日光温室 3000 亩，冷

棚 12000 亩，实现肉蛋奶产量 13 万吨、3.5 万吨、0.3 万吨。

3.稳步推进生猪等畜禽生产发展。抓好生猪产能调控,

落实种畜禽发展和贴息补贴等养殖政策,保持能繁母猪合理

存栏水平。全市能繁母猪存栏量保持在 3.5 万头以上，以能

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指标,建立异常变化预警机

制。加大对肉牛、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提档升级技术支持力

度,同步推动牛羊等草食畜牧业发展。以禾丰牧业清原肉种

鸡基地为依托，大力发展全市商品肉鸡养殖产业。到 2025

年，实现生猪存栏 32.2 万头、肉牛 7.35 万头、羊 31.6 万

头、肉鸡 540 万只。

4.推进水产健康养殖。实施生态保护渔业增殖放流项目,

每年实现鲢鱼、鳙鱼增殖放流 150 万尾,并做好现场监督、

绩效评价等工作。开展产地养殖水产品质量风险监测严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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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品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使用禁限用药行为。

5.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深入开展化肥减量增效工作，做

好取土测土、田间试验示范和技术指导，加快肥料新产品、

施肥新技术推广应用；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广

化学农药替代技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及高效植保机械，

提升科学安全用药水平。到 2025 年全市科学施肥，安全用

药水平进一步提高。深入推进耕地分类管理,持续推进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做好农业生物资源监管防治,加强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开展外来入侵植物防治和农业野生植物

保护工作,做好农业生物监管防治。

6.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有计划、有重点的持续开展农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确保完成 1.7批次/千人

的检测数量指标。开展农资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强化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协作配合,确保全年不发生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强化畜禽屠宰工作监管,集中打

击私屠滥宰、注水等违法行为。

7.科学做好农业防灾减灾。科学推进防灾减灾,与气象

部门密切联系，及时发布极端天气预警，根据气象特点提前

制定春耕、夏管、秋收方案。加强病虫害统防统治，持续开

展“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加强草地贪夜蛾、粘虫、稻瘟

病等病虫监测预警，制定重大病虫防控技术方案，主要粮食

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45%以上。毫不松懈地抓好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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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瘟、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常态化防控和重点人

兽共患病源头防控,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二）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8.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依托东部山区资源禀赋、生态条

件和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食用菌、道地药材、山野菜等特色

产业。到 2025 年新增食用菌 2700 万段，总量达到 2.19 亿

段，新增中药材 15.7 万亩，总量达到 124.7 万亩，新增山

野菜 3.67 万亩，总量达到 29.17 万亩。

9.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继续遴选抚顺市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精品园区,打造抚顺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

园区。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队伍，以促进农业产业

提档升级、提质增效，全产业链发展为目标，加大政策扶持

和资金引导。以新宾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引领,引

导和转移更多企业向园区聚集,培育壮大特色农产品加工集

聚区，积极推进清原县农产品加工集聚区、抚顺县农产品加

工集聚区申报新建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到 2025 年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达 140 家，力争实现农产品加工集聚区主营业

务收入年增长 10%的目标。

10.强化农业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以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项目建设为抓手。抢抓国家和省政策窗口期，积极

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开展精准招商活动，

以高质量项目策划促进高质量项目落地，以高质量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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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高质量发展，成立农业项目招商引资工作专班，强化与

国家和省市各类产业协会、产业化联盟沟通联络,宣传抚顺

地区土特产业资源。围绕中药材、山野菜等特色产业和闲置

资产资源，有计划地赴先进地区精准招商。强化项目跟踪服

务，加快推进清原县江苏裕灌双孢菇种植加工项目、紫花现

代农业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重点招商项目洽谈落地。

（三）加大科技支撑,强化品牌建设

11.持续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依托三

友国家食用菌育繁推一体化项目,加快香菇辽抚 4 号（0912）

系列产品、新品种“T2”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等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到 2025 年，培育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

体的单片黑木耳、红松茸、香菇等菌种繁育基地和生产示范

基地 3 个。

12.突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在

服务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组建一个农业科技专家服务

团队。打造两支农业科技人才队伍,构建三个农业科技推广

载体。到 2025 年，累计引进开发新品种 80 个、运用新技术

80 项，围绕我市农业特色产业打造科技共建示范基地 20 个。

13.推进全程农机化生产。稳定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贴政策，推进补贴机具优机优补，重点支持粮食烘干、保护

性耕作等农机，推动新生产农机排放标准升级，加快推进数

字化补贴申办新方式。深入推进粮食等主要作物生产全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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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玉米、水稻、大豆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0%、

95%、80%以上。

14.实施品牌兴农行动。实施特色农产品绿色品牌创建

战略,积极开展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全力推进抚顺单片

黑木耳、新宾香菇等区域品牌创建,开展优质品牌宣传推介

活动,巩固扩大大果榛子、林下参、辽五味等国家地理标识

农产品影响力, 重点推介以速冻山野菜、辽细辛、龙胆、哈

什蚂、大伙房有机鱼等为代表的“小而美”本土特色品牌,

宣传以新宾大米、清原龙胆为代表的“大而优”的大宗农产

品品牌，全力提高“抚字号”品牌公信力和带动力。到 2025

年培育区域公用品牌 1 个、知名品牌 7 个,绿色、有机食品

认证总数达到 40 个以上。

15.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依托省级智慧农业应用

基地，推动抚顺县食用菌信息综合平台建设。实施好“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帮助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商对接,

实现优质特色农产品产销顺畅衔接。

16.推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推进农产品仓

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建设节能型通风储藏库、机

械冷库、气调贮藏库、预冷库,提高农产品产区贮藏保鲜能

力。到 2025 年农产品产地低温处理率达到 10%以上。

（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美丽村庄建设水平

17.统筹推进美丽宜居村建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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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五年提升行动，组织实施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整治乱堆乱放和乱堆乱建等工作，组织健全农

村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全面完成省级美丽宜居村创建任务。

到 2025 年建设美丽宜居村 300 个。

18.全面推进村庄清洁行动。以“三清一改”为重点，

由“清脏”向“治乱”拓展，由村庄面上清洁向屋内庭院、

村庄周边拓展，引导农民逐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19.全面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秸秆综合利用,推

进废弃农膜回收体系建立,开展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

利用,强化病死动物无害化集中处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率分别达到 78%、90%、85%以上。

（五）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20.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利用农村承包地确权

成果,鼓励农户将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序推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集中连片,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依托全省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健全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探索农村资源性资

产抵押、流转、置换、交易路径办法,让农村各类发展要素

真正活起来、有序转起来。到 2025 年，实现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 50 万亩次。

21.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期

成果,加快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促进

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规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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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控制经营风险,充分保障集体成员知情权、参与权、监

督权,让农民持续受益。到 2025 年，推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5

万元以下的村全部销号、10 万元以上的村达到 80%。

22.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家庭农场组建农

民合作社,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建立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引领、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广大小农

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化“生态圈”。到 2025 年，全市各级示

范家庭农场达到 340 个、各级示范合作社达到 260 个。

23.深化农垦体制机制改革。持续贯彻落实中央农垦改

革发展文件精神,着力推进农垦管理体制及治理能力现代

化。认真抓好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收尾工作,确保改革

成色。继续推进新宾农垦集团欠发达农场巩固提升项目建

设。

（六）强化服务保障,推进农业生产健康发展

24.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建立和完善支持保障政策

促增收,认真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确保资金及时安全足额发

放到农户手中。积极推动“惠农贷”健康发展,进一步推进

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生产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惠农贷”在农

民增收、产业扶贫、乡村产业发展上起到的关键作用。

25.加强农业行政执法监督。落实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

要，加强农业执法队伍建设。严格开展涉农企业行政执法检

查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严把行政处罚案件审核关，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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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行政处罚依据准确、充分。

26.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持续巩固“一网通办.双提升两

之最”成果,确保“一网通办”工作继续走在全省和全市前

列。创新政务服务方式,探索推进条件成熟的许可事项实现

全程电子化审批,进厅审批事项实现“一次都不用跑”就能

办结拿证,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不断提升办事企业

和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7.强化农业安全生产监管。压紧压实农业领域安全生

产层级、属地、属事责任，建立健全制度化、经常化的隐患

排查治理长效机制,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

农业行业领域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28.强化农业农村信访矛盾化解。压实农业农村信访工

作责任，大力整治农业农村信访积案，落实首办责任制，推

动信访矛盾化解，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市农业农村局成立农业

农村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落实，班长由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班长由局

分管负责同志担任，成员为局属有关单位、机关有关科室主

要负责人。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委农办，负

责统筹协调、跟踪督导，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围绕各项

重点工作任务构建“一项任务、一名领导、一份清单、一抓

到底”的工作推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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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调度推进。建立定期调度、定时推进、定期

评估、阶段总结等工作机制，及时协调遇到的重点、难点问

题。坚持以上率下。领导干部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既当

好“指挥员”，又要当好“战斗员”和“施工队长”，沉入

一线、走进现场，扑下身子解难题，抓落实。形成工作合力，

牵头科室要切实负起牵头抓总的责任，协同科室要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

(三)强化督导考核。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市局有

关科室要将相关任务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市农业农村局工作

专班采取季调度、半年小结、年终总结以及不定期通报、组

织督查等形式及时跟踪了解工作进展情况，推动各项任务落

地落实。专班办公室对各项工作进行督察督办，确保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

附件：抚顺市农业农村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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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抚顺市农业农村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专班

班 长： 赵 航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班长： 李永魏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德君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鲍 鑫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唐延臣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 王 帅 农村经济合作科科长

晋 峰 畜牧产业发展科科长

孙宏军 种植业管理科副科长

赵 越 农产品安全科科长

崔惠搏 乡村产业科科长

丛士惠 供给侧改革科负责人

潘诗晓 科技教育科科长

王世野 抚顺县农业农村局长

贺树新 新宾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李成君 清原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孟宪勇 东洲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丁 咏 顺城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李 鹏 威望花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姜 臣 新抚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