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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走在前列的意见 

（苏政发〔2020〕19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

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9〕12号）精神，加快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在前列，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结合我

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发展目标 

坚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按照“产业

结构优、质量效益高、经营主体强、技术装备精、路径模式新”

的发展思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重大项目、重

点主体、重要品牌、重点平台、重要支撑为抓手，保障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补上乡村产业发展短板，加快构建具有江苏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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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体系，努力把我省建设成为全国现代农业示范省、农村

三产融合发展样板区、乡村产业振兴排头兵。 

到 2022年，基本建成优质稻麦、绿色蔬菜、特色水产、规

模畜禽、现代种业、林木种苗和林下经济、休闲农业、农业电子

商务 8个产值千亿元级产业，苏米、苏鱼、苏菜、苏猪、苏禽五

大主导产业产能品质效益显著提升，一批地方特色产业、一批新

兴产业、一批乡土产业集群集聚、蓬勃发展，高水平的农产品加

工体系、广覆盖的冷链物流体系、全域化的农旅康养体系、高效

便捷的农村电商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现代

种养业总产值达 1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 1.5万亿元，十

亿元以上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200个左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比重大幅提升。 

二、构建特色鲜明的乡村产业体系 

（一）主攻稳产保供，巩固提升重要农产品产能。严格落实

“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压紧压实重要

农产品属地生产保供责任。建好 370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500万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8000万亩左右，粮

食总产量稳定在 700亿斤以上。精准施策，调动地方和养殖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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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猪生产积极性，加快恢复生猪产能，生猪出栏量达到 2250

万头以上，猪肉自给率稳定在 70%左右。（省农业农村厅、省发

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粮食和储备局等负责） 

（二）主攻绿色高效，着力提高主导产业品质。立足鱼米之

乡的底蕴，突出苏米、苏鱼、苏菜、苏猪、苏禽等主导产业，着

力提升产能、提升品质、提升效益。大力推广优质食味稻米、稻

田综合种养，扩大轮作休耕，推进肥药双减，大力发展畜禽规模

养殖、水产和畜禽生态健康养殖，构建农牧渔循环、种养加一体，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绿色高效生产模式，统筹规划，科学调整种

植、养殖布局和规模，集中治理好农业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优质

食味稻米种植面积 1500万亩以上，稻田综合种养力争达到 500

万亩；蔬菜总面积 2200万亩左右，绿色蔬菜占比 60%以上；生

猪规模养殖比重达 85%；淡水渔业养殖面积 1000万亩左右，特

色水产养殖占比 80%。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 60%以上。（省农业

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省粮食和储

备局等负责） 

（三）主攻规模集聚，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立足江苏地

处南北过渡地带、特色产业品种丰富的自然特点，围绕精品蔬菜、

应时鲜果、名特茶叶、特色畜禽、特种水产、花卉苗木等，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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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县（市、区）因地制宜确定特色产业主攻重点，科学制定发

展规划，集聚多元市场主体、现代科技、高端人才、资本投入等

各种要素，壮大一批规模集中连片、竞争优势明显、抗风险能力

较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一批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打造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每个农业大县（市、

区）形成 2－3个特色产业集群，其他县（市、区）形成 1－2个

特色产业集群。（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等负

责） 

（四）主攻创新驱动，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立足农产品

生产大省和农业科教大省的双重优势，进一步优化加工业布局，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主产区布局，向镇、村延伸，把更多的加工

增值效益留在农村。强化农业龙头企业科技创新能力，鼓励农业

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支持领军型农业企业开展技术创

新、模式创新，加强企业研发中心建设。提升粮油等传统加工业，

积极发展主食加工、休闲食品等新兴加工业。推动农产品产地初

加工和精深加工相衔接，开发一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农业

加工产品。大力培育农业大型企业，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行业

企业集群。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组建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参与规模产业基地建设，发展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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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吸纳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让农户分享

增值收益。引导企业与经济薄弱村挂钩，推动消费扶贫，更好地

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鼓励企业积极投身“一带一

路”，扩大农产品出口，建立境外生产加工基地。全省建成 30家

全国农产品加工研发分中心，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稳定

在 6000家以上，重点孵化 10家百亿元级龙头企业，省级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超过 900家，国家级龙头企业达到 80家。（省农业

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科技

厅、省扶贫办等负责） 

（五）主攻融合发展，大力发展乡村新兴产业。立足地处长

三角区位特点，挖掘农业多种功能，推进“农业+休闲观光”“农

业+互联网”“农业+服务业”“农业+健康养生”等，大力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增强乡村产业发展活力。加强休闲农业园区、农

家乐、乡村民宿、休闲渔家和康养基地建设，建设一批休闲农业

示范县、美丽休闲乡村和主题创意农园，打造江苏休闲农旅新文

化，构建全域乡村旅游新格局。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农

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快递物流园区，推动电商资源、快递

服务下沉到村，利用“村邮站”“邮乐购”等平台，拓宽农产品

出村进城渠道。鼓励发展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融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5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