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办理结果：A

是否同意对外公开：是

濮农文〔2024〕82号 签发人：苗振江

167

钟丽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发展多元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打造农

业全产业链”的建议收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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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岗位职责。濮阳农业农村局高度

重视农业重点产业链培育工作，成立了 2个农业产业链推进专班，

强化领导责任。专班分为综合组、专家组、企业组以及联络组，

由县级领导干部带头，各个业务科室为责任单位，各司其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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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开展省、市级龙头企业评选、绿色食品安全月活动、三品一标

工作推进会、组织优质农产品产品产地认证等工作，育龙头、强

链条、创品牌、提品质，加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监控，构建农

产品生产加工标准体系，大力培育农业“118”产业链。

（二）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聚焦实现农产品加工

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突出强化顶层设计、发展精深加工、提升产

业质效、增强竞争能力等关键环节，重点落实优化农产品加工业

结构布局、加快农副产品、冷链及休闲食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做

强绿色食品加工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绿色发展、拓展农产品加

工多种业态等任务。

（三）补短板，强链条，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紧盯农副产品

加工产业链短板，实施强链、补链、延链，实现全环节提升、全

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突出做强产业链中端，以链主企业和骨

干企业为重点，统筹推进初、精、深加工，发展全环节农副产品、

绿色食品加工业。强化多样化初加工、精准化精加工、高端化深

加工，配套升级机械、包装、储运等设施设备，补齐加工短板，

因地制宜、因产业制宜，推动我市农业“118”加工产业链“强

筋壮骨”。

二、区域布局

依托我市特色农产品资源及产区优势，农业产业加工呈现集

聚发展态势，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特色产业集群。2023 年，我市

粮食精深加工、畜产品加工、副食品加工、食用菌生产及加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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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产业集群总产值 161.6亿元，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226家。以粮油产品、肉类制品、蔬果及休闲食品、食用菌产

品等四大加工产业为重点，科学谋划加工布局、重点方向、发展

目标，引领我市农业“118”产业链快速成长。根据我市农业产

业发展实际，着眼地域特色和优势产区，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加

工，因地制宜发展蔬菜、杂粮杂豆等其他产业。做精做强农副产

品加工，有力有效推动乡村振兴。

三、乡村产业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我市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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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小麦、大米、食用菌、红薯、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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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打造农业全产业链的目标与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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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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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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发展多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下一步要加快培育

农副产品加工领军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加快企业智能化绿色化

改造，延伸产业链条，做大做强米面制品、油脂、肉蛋奶制品、

果蔬、食用菌、休闲食品、预制菜等产业，大力培育发展多种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推动农副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条融合发展。

（三）加强农产品原材料供应基地建设。积极培育引导全市

9个一村一品专业乡镇，8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主导产业涉及食

用菌、蔬菜、辣椒、小杂粮、瓜果等多个品种，加快为我市农副

产品加工产业发展提供原料基地建设。引导一批绿色食品加工企

业及配套企业集群发展，重点培育壮大禾丰肉鸡、牧原生猪、家

家宜米业、伍钰泉面业、龙丰实业食用菌等农业产业化集群。同

时以绿色食品加工业为引领，重点推进一批绿色食品产业加工项

目实施，为农副产品深加工业转型升级带来活力。

（四）推进农副产品加工园区创建。争创一批国家级重点产

业园区，建设一批市级骨干示范园区。推动产业园区技术创新，

推动“产学研推用”一体化发展，建立和完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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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项行动促进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聚焦育龙头、

提质量、增品种、创品牌、扩产能，集中开展精深加工企业培育、

绿色食品加工提升、科技创新升级、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招商

引资提升等专项行动，实现农业产业全链发展、高质量发展。

2024年 6月 20日

（联系人：王大鹏 电话：0393-666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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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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