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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政办〔2022〕3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绿色食品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经省

政府同意，现就推动我省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

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目标 

以推动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提高绿色食品产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为目标，以土地规模化、组织企业化、技术现代化、

经营市场化、服务社会化为路径，用市场逻辑、资本力量、平台

思维大力开展“双招双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

本链、人才链、政策链“多链协同”，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到 2025 年，建成稻米、小麦、玉米、生猪、家禽、水产、

中药材、蔬菜、林特、茶叶等 10个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打造食

用菌、乳业、肉牛羊、大豆、蜂产品、茶油、饮品等一批百亿级

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壮大一批百亿级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全省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达 6000个。绿色食品

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更加健全，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占县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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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的比重实现较大幅度提高。绿色食品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明显提升，现代绿色食品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全省绿色食品产

业全产业链由“十三五”的 1.753 万亿元，发展到 2.568 万亿元，

年均增长 7.9%。 

二、产业布局 

（一）明晰区域布局。发挥区位优势，统筹推进农产品加工

业“五个一批”工程和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

“158”行动计划，以全产业链发展为重点，以集群化发展为方向，

全省布局三大板块。一是皖北高效农业集聚区，着力打造高质量

的皖北“大粮仓”“大果园”“大药库”“大食堂”。二是皖中

现代农业示范区，加快培育发展精准农业、生物农业、智慧农业

和都市农业全产业链。加快建设高端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

地和出口基地。三是皖南生态特色农业样板区，聚焦名优徽茶、

特色畜禽、特色林果、名优中药材、特色水产等生态特色产品，

加快打造生态特色绿色食品全产业链。（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

局、省乡村振兴局、省粮食和储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强化县域统筹。在县域内统筹考虑城乡绿色食品产业

发展，合理规划绿色食品产业分布，形成县城、中心镇（乡）、

中心村层级分工明显、功能有机衔接的格局。合理布局绿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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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园、优质绿色农产品加工集聚区，鼓励产业发展进园入区。

完善县城综合服务功能，搭建技术研发、人才培训、信息服务和

产品营销等平台，助力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省农业农村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等，各市、县人

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推进镇域产业聚集。发挥镇（乡）上连县、下连村的

纽带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以镇（乡）所在地为中心的绿

色食品产业园区。合理布局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支持

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重心下沉，向有条件的镇（乡）和物流节点

集中。加快推进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升行动，健全完善

“四带一自”产业帮扶机制，引导农业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户联合建设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加工车间，实现加

工在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乡村振兴局等，各市、县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重点任务 

（一）大力发展现代种养业，筑牢绿色食品产业基础。坚决

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施“皖粮”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工程，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十四五”末，新

建高标准农田 1300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播种面积每年稳定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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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以上，产能稳定在 800亿斤以上。推进规模化养殖和集中屠

宰，全力做好生猪稳产保供，逐步提高畜禽产品冷链运输率和冰

鲜上市比重。加快奶业转型升级，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十

四五”末，生猪出栏量达到 2700万头以上，肉蛋奶总产量达到

630万吨以上；实现淡水渔业养殖面积 600万亩左右，稻渔综合

种养面积 600万亩左右，水产品总产量 245万吨以上；实现蔬菜

播种面积 1000万亩以上，蔬菜产量 2300万吨以上。（省农业农

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开发乡村特色产品，拓宽绿色食品产业范围。加强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促进果菜茶、中药材、食用菌、薯类、油

茶、山核桃、薄壳山核桃、竹笋和特色养殖等特色产业提档升级。

完善产品生产标准体系，建立产品质量分级及产地准出、市场准

入制度，进一步推动产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到

2025年，培育 100个乡村特色产业优势区，100个特色产业强

镇，发展特色主导产业销售收入超亿元“一镇一品”示范镇 500

个。（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提升加工业水平，延长绿色食品产业链条。拓展农产

品初加工，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清洗分拣、烘干储藏、杀菌消

毒、预冷保鲜、净菜鲜切、分级分割、产品包装等，开展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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腌制、熟制等初加工，实现减损增效。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引

导大型农业企业开发营养均衡、养生保健、食药同源的加工食品，

提升农产品加工增值空间。推进综合利用加工，推进加工副产物

循环、全值、梯次利用。按照“农食融合”的发展导向，支持粮

食主产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

合利用加工，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强县、强园和强企。到 2025

年，培育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 300亿元强县 10个、营业收

入超 100亿元强园 10个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 10亿元以上龙头

企业 100家、百亿元以上龙头企业 10家，农产品加工产值达 2

万亿元。（省农业农村厅、省粮食和储备局、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丰富乡村休闲旅游，拓展绿色食品产业功能。坚持把

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拓展绿色食品产业功能的有力抓手，

推进农区变景区、田园变游园、劳动变运动、农房变客房，拓展

绿色农业的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教育科普、健康养

生等功能，大力发展民宿康养、森林康养、创意农业、农耕体验、

乡村美食等产业类型。打造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乡），

实施一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推出一批精品线路，建

设一批全域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廊道。到 2025年，新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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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0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