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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A

是否同意对外公开：是

濮农文〔2024〕64号 签发人：苗振江

濮阳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47号建议的

答 复

刘振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外招内育乡村产业项目，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提质增效”的建议收悉，非常感谢您对我市乡村产业化发展

提出的宝贵建议。您的关注和建议对于推动我市乡村产业项目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您提出的的建议，我们非常重视并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下是我们对您建议的回复：

正如您在建议中所讲，产业旺则百业旺，乡村振兴关键是产

业振兴。要外招内育，紧紧抓住产业项目不放松，强力推动产业

项目倍增行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盘活资源抓效益，助推濮阳



— 2 —

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倍增发展。的确，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可以有

效的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我市“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乡村

产业发展格局，乡村产业得到了全面发展。近年来，全市农业农

村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部署，大力发展我市乡村优势特色产业。

一、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一是成立了以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为组

长的四大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工程推进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四

大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工程的推进工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部门、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层层落实责任，形成高位推动、

上下联动、多方共建的工作机制。二是加大工作推进和督导力度，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结合县（区）、企业工作实际，分类指导，

分类施策，一县（区）一策，一企一策，建立工作台帐，进行台

帐跟踪。2023 年底，以中粮集团、豫粮集团、家家宜米业、伍

钰泉面业、双福米业、龙祥食品、康佳食品等为龙头的粮食加工

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49.6 亿元；以禾丰肉鸡、众汇食品、德信

食品、牧原集团、唐人神集团、新希望六合集团等为龙头的畜牧

养殖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60.8 亿元；以训达油脂、桃园建

民、木伦河食品等为龙头的副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28.4

亿元；四是以龙丰实业、龙乡红食品、天耕农业等为龙头的食用

菌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22.8 亿元。我市粮食、畜牧养殖等四大

特色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161.6亿元，同比增长 7.3%。圆满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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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目标任务。

（二）强化政策支持。为培育壮大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和特色产业集群，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农业产业

化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为进一步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壮大龙头企业提供了保障。去年，为持续做好我市四大

特色产业集群和优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壮大工作，我们

出台了《四大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工程三年工作方案》。

（三）优化产业结构。围绕绿色食品业发展方向，进一步调

整优化区域布局，加快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格局。通

过积极培育引导，全市共形成一村一品专业乡镇 9个，一村一品

示范村 80个，主导产业涉及小麦、稻米、花生、食用菌、蔬菜

瓜果等多个品种，为绿色食品加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原料基地。

引导一批绿色食品加工企业及配套企业集群发展，重点推进一批

绿色食品产业加工项目实施，为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活力。

二、农业产业项目情况

2023年以来签约落地项目共 9个，其中，开工及续建项目 4

个，已完工项目 2个；新签约项目 3个，总概算投资 10.2亿元；

在谈项目 6个，项目线索 10个，总概算投资金额 14亿元。主要

涉及种植、养殖、粮油、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食品等产业，为

我市农业延链条、提效益、树品牌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新签约项目。2023年签约项目 3个，概算总投资 10.2

亿元。分别是家家宜米业与陕西粮农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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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产 35万吨米面制品及 15万吨原料库项目，众汇食品有限公

司与河北雅纯投资 2.8亿元的年产预制卤制品项目，凯利来投资

2.2亿元的年产 3万吨冷冻预制糕点生产及冷链仓储配送基地项

目。

（二）在谈项目进展情况。在谈项目 5个，概算总投资 9.6

亿元。一是濮阳县百信投资集团小麦万亩育种基地项目。该项目

概算投资 1.5亿元，拟在濮阳县打造万亩育种基地进行轮选育种

与深加工一体化模式;二是北京正德高直链淀粉玉米院地科技合

作项目。就高直链淀粉玉米育种及种植、数字化乡村建设等领域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展院地合作，共同在濮阳市建设育种基地、

种植基地、产业发展基地、数字乡村基地和乡村振兴学院；三是

北京一亩田科技有限公司预制菜生产服务项目，目前已经与南乐

县签订服务框架协议;四是年产 60万吨全智能化乳品饮料产业园

项目。概算投资 5.6亿元，实现中性益生菌乳酸菌产品和低温灌

装纯鲜奶产品的全面投产，预计明年入驻园区并完成投产;五是

华夏食安“多功能食安产业园”项目,拟投资 2亿元建设占地 300

亩的食品产业园。该项目是一个集产业集聚、产业孵化、安全食

品配送、产业服务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多功能智慧农品加工产业综

合体。

（三）签约项目开工情况。在建项目情况。范县河南顺清食

品蔬菜深加工项目，目前正在加强督导建设进度，目前该项目加

工车间钢筑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办公设施正在建设中；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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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豫台粮油产业园项目，该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天雨食品深加

工项目，正在谋划土地建设厂房，增添加工设备；南乐县禾丰熟

食项目的二期项目场地已经清理完毕，相关土地手续正在办理中，

冷库和厂房正在建设。

（四）完工项目情况。河南闽丰食用菌种植加工项目已完工

投产。该项目总投资 1000万元，以茶树菇种植、加工、销售为

主，菌种日加工能力达到 4万袋以上，年效益达到 1500万元左

右；广东薪界茶树菇规模化种植项目已建成投产，该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承租马庄桥镇赵家基地大棚 346 座和清丰县誉丰菌

业有限公司标准化菌棒厂，年产茶树菇 1500万袋，基地年收益

150万元以上，带动就业 300人，有望将清丰打造成中国中部茶

树菇产业化示范基地。

三、乡村产业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我市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较

好的条件，打造了一些亮点，食用菌、大米、红杏、西红柿等优

势特色农产品产值增速位居全省先进行列，但是，短板和不足依

然突出。一是缺特色。“一县一业”“一镇一特”仍处于起步阶段，

规模化程度不高，缺少在全国、全省叫得响的农产品特色产业。

二是缺龙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少、规模偏小，农产品加工以

初加工为主，精深加工率偏低，卖原粮、卖原料现象仍然突出。

三是缺品牌。“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数量少，农产品品牌影响

力小，效应发挥不明显，没有形成助推企业发展有效“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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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乡村产业全链发展的目标与打算

（一）全产业链发展目标。充分发挥我市农业产业基础与优

势，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完善农业产业生态，大力培育农业“118”

产业链（1条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链、1条冷链及休闲食品产业

链，以及衍生的米面制品、油料、生猪、牛羊、家禽、水产、食

用菌、果蔬花卉等 8条产业链），努力将我市建设成为全国重要

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形成特色农副产品精深加

工及冷链食品、休闲食品产业全链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到 2025年，濮阳市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链规模力争达到 500亿

元，冷链及休闲食品产业链规模力争达到 100亿元。

（二）强化专业人才引育。坚持需求导向、实效导向， 实

施顶尖人才“一事一议”，推进农副产品深加工、绿色食品领域

人才引育创新，委托行业组织或第三方机构举办相关业务培训。

鼓励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濮阳技师学院等高等院校设置相关专业

和课程，建设人才实训基地。依托国家千人计划、国家万人计划、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河南省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工程、811青年人才工程等，支持高级管理人才列入科技创新

团队和人才计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三）增强金融服务保障。建立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项目库，

加大对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短板环节的支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积极投入农业产业发展。发挥金融

扶持作用，引导金融机构提供农产品加工产业全产业链信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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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专项贷、订单贷、链条贷”等金融产品。落实农副产品深

加工、冷链储运、销售等环节税费优惠政策，加强农业保险兜底

作用，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应农业生产的定制保险。

下一步我们邀请您持续关注濮阳市乡村产业项目的发展动

态，我们也会不断优化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努

力实现我市乡村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农业产业

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2024年 6月 20日

（联系人：闫峰 电话：0393-8185988）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濮阳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