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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

按照《漯河市人大常务会关于开展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专

项工作评议和专题询问的实施方案》（漯人常〔2023〕8 号）》

要求，结合市农业农村局实际，现将近两年扩内需促销费工

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近两年扩内需促消费工作成效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中

央、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一号文件精神，研究制

定扩内需促销费相关政策举措，围绕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加快乡村产业发展、培育壮大各类经营主体等重

点，扎实有序推动“三农”各项重点任务，稳住了农业基本

盘，保持了农村社会和谐安定，全市乡村振兴工作持续领跑

全省，影响全国，2021 年度乡村振兴考核全省第二，连续三

年位居全省前两名。工作中，坚持抓好八个围绕：

一是围绕责任落实，创新政策举措。围绕着力扩大内需、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

关键作用，研究制定一揽子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举措。围绕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及时出台《牢记领袖嘱托扛稳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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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任的实施意见》。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全省创新推广

三级网格化管理和“一长三员”管护机制。围绕乡村产业发

展，研究制定《关于持续推进三链同构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和“十百千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支持小麦

产业化联合体建设的若干措施、高标准农田设施建设网格化

管理实施方案等“1+10”政策文件，为我市在全省新一轮农

业高质量发展中抢占至高点，巩固提升农业发展比较优势和

市场竞争力提供了有力保障。围绕贯彻落实楼阳生书记来漯

调研精神落实，按照 MBA 案例标准起草临颍县麦椒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发展情况报告，全市稳定发展全产业链增收模式

36 万亩。围绕认真落实王凯省长调研指导双汇时的各项要求，

推动王凯省长调研精神落实落细见效。争取到省农业农村厅

为漯河量身打造的政策性文件《打通以双汇为骨干的漯河市

食品产业链》，在省级层面制度化对接推进落实 57 项任务。

二是围绕项目为王，精准谋划推进。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理念，按照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以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

争取债券资金、争取招大引强、争取为重大项目上配套为抓

手，精心谋划，精准对接，积极向上级争取各类项目真金白

银 32.3 亿元。2022 年，谋划推进在建项目 33 个总投资 227.9

亿元，拟争取资金额 36.3 亿元。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方

式招引意向项目 15 个，总投资 130 亿元，促成网商银行 10

亿元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信贷资金、投资 1.1 亿元速冻调理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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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建设项目、投资 6000 万元的平普数字乡村建设项目等 5 个

项目落户我市。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24 个。支持临颍

县获得 2022 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河南省小麦产业集

群建设项目，源汇区获得国家产业集群（奶业）建设项目，

舞阳县北舞渡镇获得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创建资格，成为全省

唯一三大农业产业融合项目均争取到的地市。

三是围绕产销对接，积极搭建平台。积极对接联系“红

人特区”直播基地、幸福农特、德商培训等电商平台举办 5

期电商培训班，培训各类电商人才 300 多人。依托全国农产

品加工业投资洽谈会、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大型展会平

台，每年组织 30 余家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会参展，

不断提升农业经营主体、“漯字号”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

影响力。围绕提升消费能力、开拓消费市场，在全省率先组

织举办“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贫困地区品牌农产品消费扶贫

交流观摩活动”，通过现场展销和直播带货的模式，开启了

服务区带货社会扶贫的新模式。去年疫情期间，主动对接益

农信息社、爱心助农协会等社会组织，通过电商直播、社区

团购、超市直送等方式，销售滞销农产品 4300 吨，CCTV 农业

农村频道进行了宣传报道，《河南蔬菜快报》连续 4 期刊发

我市蔬菜促销经验。积极推进农产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建

成了伊诺中原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和豫中南果品蔬菜批发市

场等一批品类丰富、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农产品批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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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目前全市各类农业专业批发市场达 50 多个，农村连锁

超市 1400 多家，从事农副产品购销活动的中介组织发展到

1500 多家，经营活动辐射全国 20 多个省市。

四是围绕扩大内需，抓好稳产保供。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千方百计战胜晚种、疫

情、旱情、火情等挑战，全年粮食总产 190.63 万吨，再创历

史新高，其中夏粮平均单产 514.43 公斤，居全省第三。强力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 223.2 万亩，占

全市农田总面积的 82%，2022 年实施的 22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整体进度、资金拨付进度均居全省第一，打造的临颍

郾城 3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成为全省样板。推动全域创建

高标准农田示范市建设，争取到 27.5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建设项目。大力发展现代种业，小麦良种繁育面积达到 16.7

万亩，建立农作物高产示范方及成果转化基地 20 个，创建新

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 3 万亩。加快推进 4 个国家产业技

术体系漯河综合试验站和省小麦体系综合试验站建设。加快

菜篮子工程建设，全市蔬菜种植面积 96.36 万亩（复种），

总产量 203.47 万吨左右，人均蔬菜占有量 670 公斤，高于全

国人均平均水平，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更加丰富。

五是围绕产业兴旺，推进三链同构。积极推广高效“稳

粮-增收-建链”模式，稳定发展全产业链增收模式 36 万亩，

临颍县麦椒豆套种模式得到省委书记楼阳生的充分肯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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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延链补链壮链优链、集成集聚集合集群”要求，推动 6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围绕创新发展提升价值链，在农

业领域主导制定了 20 多项省级标准、309 项地方标准，整合

国家级、省级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 328 个涉农产品检验检测

机构（站点），年均检验检测样本 7.3 万批次。下大力气，

抢机夺时争取到中国生态食材示范城市和中原药食同源功能

食品科技创新示范城市称号，“三链同构”示范市创建进一

步升华。围绕融合发展打造供应链，全市优质专用小麦种植

面积全省领先，优质小辣椒常年保持 40 万亩以上，成为豫中

南地区最大的小辣椒产销基地；全市现有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品牌农产品总面积 64.8 万亩，通过绿色食

品认证 87 个。强力推动优势特色产业做强做大。积极推进优

质小麦、小辣椒、花生、林果、蔬菜、食用菌、中药材等优

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动员组织供销、农业服务公司、

农民合作社等开展农资供应、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统防统

治、烘干收储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六是围绕提质增效，壮大市场主体。坚持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农业产业园一起抓，着力

提升现代农业发展质效。深入实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

工程，加速农产品加工企业提档升级。在全市 6 家国家级、

31 家省级、87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基础上，培

育各类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25 个，覆盖粮食、畜牧、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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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等主导产业，138 家龙头企业、237 家农民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进入联合体。其中粮食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8 家，签约

优质小麦种植订单 89.2 万亩，联结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80

多家、食品企业 50 多家。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全市农民

合作社发展到 4286 家，市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达到 240

家，其中市级示范社 194 家，省级示范社 33 家，国家级示范

社 13 家；家庭农场发展到 1766 家，其中市级以上示范家庭

农场 69 家。立足全市八大优势特色产业，开启农业现代产业

园全域创建模式，形成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龙头、省现

代农业产业园为骨干、市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支撑、县区现代

农业产业园为基础的全域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体系，推动农业

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由“卖大路货”向“卖品牌

产品”转变。全市已创建 1 个国家级、2 个省级、16 个市级、

20 个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七是围绕要素保障，强化人才培育。积极引导科技创新

资源向基层下沉，选派 100 名涉农领域科技人才组建 1 个科

技特派员服务团，6 个科技特派员服务队，通过下沉基层解决

产业技术问题、开展产业技术培训、培养乡土科技人才等方

式，为漯河全市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深入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出台

《漯河市高素质农民认定暂行办法》，突出企业主体作用，

发挥职业院校支撑作用，整合社会培训资源，依托食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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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商业学院”“卫龙产业学院”“大匠烘焙学院”、漯

河技师学院等院校资源，大力开展各种培训，超额完成省定

目标任务。成功举办全省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我市荣

获第一名的好成绩，市农业农村局荣获优秀组织奖。在全省

率先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为 105 名新型职业农民颁

发职称证书。其中，44 名为新型职业农民农艺师，61 名为新

型职业农民助理农艺师。漯河市新型职业农民宁华锋、尚晓

良、唐敏军、赵澎飞、赵哲峰等创办企业、助农增收的先进

事迹被收入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耕耘者——河南省新型

职业农民典型风采录》。尚晓良被评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春鹏飞被省人社厅、团省委、省农业农村厅评为河南

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八是围绕发展大局，解决急难愁盼。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将“万人助万

企”活动与“三农”重点工作有机结合，全局 14 名县级干部

深入分包企业，精准帮扶企业纾困解难。积极为顺琪种植专

业合作社争取到沼肥监测与精准施肥技术应用项目资金 25万

元，协调恒升木业自建展销大厅 2000 平方米、实现销售 1000

余万元，帮助诚盛源实业完成贷款融资意向 3000 万元，购买

九棵树公司扶贫产品 4.5 万元，推动微康生物全产业链发展，

服务中科新投项目规划落地见效。2022 年，省助企办采用我

局活动信息 2 篇、市助企办采用我局活动信息 6 篇，我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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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表彰为“万人助万企”优秀单位，被市委统战工作领

导小组表彰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提升工程成绩突出单位。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战时状态、战时机制、战时做法落实市

委市政府防汛各项部署，高标准做好农田水利“夏病冬治”，

全市疏浚清淤沟渠 2133 公里。深刻汲取郑州 7.20 特大暴雨

灾害教训，进一步完善农村领域防汛应急预案，省定灾后重

建项目高质量完成。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全方位

筑牢安全屏障，保持全市农业农村领域平稳健康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相关政策宣传贯彻不够到位。中央、省扩大内需促

进消费相关政策在农业农村领域宣传力度不够，覆盖面不广，

群众知晓率不高。二是产销对接缺乏长效机制。我市农产品

产销对接还主要是短期行为，缺乏长效的合作机制。比如疫

情期间，当农产品大量滞销时，往往采取短期救助的应急促

销方式，帮助农民寻找销售渠道，未能解决农产品滞销的根

本问题，不具有可持续性。三是产业链条不够健全。一产向

后端延伸不够，二产向两端拓展不足，三产向高端开发滞后，

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健全，小而散、小而低、小而弱问题较为

突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四是资源要素配置不足。

建设用地用以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指标有限；涉农资金整合

自主权比较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问题仍未得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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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本土人才留不住的问题仍然存在，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中高素质年轻人占比较低，基层农技人员和乡村本土实用技

能人才仍然缺乏。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两个确保”

目标，实施“十大战略”，坚持把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放在“三

农”工作大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市，

努力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全省前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跑出漯和“加速度”。

一是统筹抓好乡村振兴。全面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

振兴责任清单，形成一把手抓乡村振兴的大格局。强化乡村

振兴统筹和督导指导，凝聚各方力量，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工

作再上新台阶、确保我市乡村振兴工作持续走在全省前列。

持续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是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落实好国家下达的保面积、保产量任务，确保粮食播种

面积稳定在 410 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 180 万吨以上。抓好

9.2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和 27.5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项目建设，稳步提高耕地生产能力。加快种子育繁推一体化，

实现我市优良种业全品种、全覆盖。

三是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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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革为主线做强高效种养业、绿色食品业、乡村现代服务

业三大产业，以调整结构、优化品种、提升品质为重点推进

八大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以深化产业链、价值链、

供应链“三链”同构为重点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大力实施

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强农、龙头企业培育提升行动，

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市。

四是大力培育农业农村人才。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推进

农业领域“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大力开展各类农民

技能培训。持续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聚焦全面保障稳粮扩

油和“菜篮子”产品稳定供给等重点领域，开展经营管理型、

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高素质农民培育行动，高质量完成

省定培育任务。

五是高质量谋划一批项目。以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争

取债券资金、争取招大引强、争取为重大项目上配套为抓手，

化零为整，精准对接上级支持方向，对表对标农业农村部和

省农业农村厅项目资金投放重点，围绕市委市政府要求的重

点方向，围绕市农业领域产业振兴的特色优势，积极谋划一

批乡村振兴重点项目。

六是多渠道加强产销对接。发挥互联网+优势，积极对接

联系网红直播基地，发挥好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主体作用，

更好帮助家庭农场主适应新媒体推广营销模式，让更多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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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了解漯河优质农产品。建立常态化信息调度机制，定期

组织人员了解农产品生产销售情况，及时进行分析研判，提

出合理化助销方案。主动与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及大

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联系，加强蔬菜等农产品产销对接，随

时随地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