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农业产业政策信息 

简 报 

第 4 期 

山西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5 日 

目前公司正处于转型重要时期，结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件大事，为公司顺利转型提供政策

信息参考。 

一、领导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重要讲话 

1.《2020 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4 月 30 日，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联合中国国际电子商务

中心研究院在北京举办线上发布会。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主任

王小兵作报告发布。 对全国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县域电子商务

发展现状、发展特点、面临挑战等进行深入分析，预测未来县

域电商市场的发展趋势，旨在指引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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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健康有序发展。  

2020 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将呈现五大发展趋

势：一是县域农业农村电商的短板将迅速弥补，产业链环节日

趋完善。二是电子商务引领县域农村消费升级，县域新消费市

场快速崛起。三是信息技术与县域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电商创

新发展引领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四是电商新业态新模式与县

域经济加速融合，电商新生态快速发展。五是聚焦本地服务的

区域小流通发展空间广阔，县域电商新市场活力凸显。  

 

【来源：今日头条】 

2.《产业扶贫成为效果最好、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 

4 月 28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农业

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快速发

展。据统计全国 832 个贫困县中，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 2 至 3

个特色鲜明、带贫面广、有竞争力的扶贫主导产业，有条件的

贫困村都建立了特色产业基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当中，90%

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持，2/3 以上主要靠外出务

工和产业脱贫，产业扶贫已经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

减贫效果最好、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 

目前，带贫龙头企业基本复工复产，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已经有 90%左右返岗复工。近期，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务院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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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召开会议，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农产品产销

衔接。加大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力度，组织龙头

企业、批发市场、电商平台开展专项对接，加强品牌打造和宣

传推介，推动贫困地区特色农畜产品出村进城。二是推进扶贫

产业提质增效。指导贫困县进一步完善特色产业发展规划，推

动资金、项目、科技、人才等资源更多投向扶贫产业，加快改

善产业基础设施，持续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一片

一特”，让贫困地区扶贫产业不断地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

三是大力培育联贫带贫主体。在“育主体”“带农户”上下更

多功夫，组织龙头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特别是提高农民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带贫能力，强化技术指导和社会化服务，把

贫困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四是积极推动返乡留乡贫困劳

动力就业创业。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扩大“以

工代赈”投资建设领域和实施范围，鼓励农村各类主体优先吸

纳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加大创业补贴、贷款贴息、技能

培训等政策支持，引导贫困地区农民创新创业，开辟更多当地

就业岗位，让他们能够就近就地就业。 

 

【来源：学习强国平台】 

二、全国农业生产发展动态 

1.《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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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从农产品加工业、农业新产业新形态、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农业产业集聚等角度，分析我国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业产业发展的现状，指出了影响我国农业

产业发展的问题，提出振兴我国农业产业新思路的三个重点：

即构建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树立大农业观念，在全产业链、价

值链谋求农业效益提升；构建新型农业供给体系，通过数量发

展向质量发展的转变，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以适应激烈的开放市场

竞争。 

（1）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从总体规模上看，我国农

产品加工业总体增速明显，质量效益显著改善，对乡村振兴、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农产品精深加工布局

不断优化，加工产能向主产区和优势区集聚，重点布局大中城

市郊区、加工园区、产业聚集区和物流节点，推动农产品加工

结构不断优化。优化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产品加工技术

协同机制，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速度。从产品质量来看，

打造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农产品加工品牌，生产更多物美价

廉的农产品加工产品，显著提高了高附加值农产品的供给比

重。 

（2）农业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不断丰富，自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农业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新

产业不断涌现。随着农业新功能和新价值不断挖掘，“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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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等农业产业多业态的发展态势已初步形

成，农、林、牧、渔、教育、文化、康养与旅游业的融合不断

深化，农业文化、农业旅游、乡村康养、农村电子商务、乡村

休闲观光、都市农业等新产业快速发展。比如“农业+林牧渔”

的新业态，发展促成稻渔虾蟹共生综合养殖的绿色循环型农

业；“农业+信息产业”的新业态，催生出数字化、智能化的

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高新技术农业；“农业+休闲观光+体

验”的新业态，则催生以都市白领为消费群体的都市农业和乡

村休闲观光农业，日益成为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3）产业强镇助推农业产业集聚大量涌现，2018 年农业

农村部正式启动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工作。两年来，中央财

政累计安排 60 亿元资金，支持建设 552 个乡镇，打造一批“主

业强、百业兴、人气旺、宜居宜业”的农业产业强镇示范样板

模式，实现城乡要素在乡镇层面的集聚。一是“抓主业、巧融

合”的产业强镇模式。二是“绿色+创新”的产业强镇模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生态型农业生产技术成为新潮

流。三是“市场导向+多元参与”的产业强镇模式，一方面，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引领企业积极发挥主体

性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其他各类经营主体参与，形成

良性竞争的格局。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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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内农业农村及涉农产业发展动态 

1.《山西省为了撬动线下消费，促进消费回补太原市率先

将于 4 月 30 日开始发放 5600 万元消费券，省内部市将陆续

发放》 

4 月 28 日太原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此次

投放于普通市民的 5600 万元中包括通用电子消费券 3100 万

元，家电定向消费券 660 万元，汽车专项补贴 1840 万元。此

外，银联、支付宝等平台预支持 4500 万元，再加上商家投入

宣传营销费用、折扣让利等，政府、平台、商户的补贴让利总

额约 6 亿元。本次消费券中种面额投放数量按 1：2 匹配，共

安排不少于 190 万张，采用抢券模式投放，抢完为止，适用商

户覆盖餐饮住宿、百货零售、商超便利、生鲜果蔬、家居建材、

美容美发、食品甜品 7 类业态。 

临汾市 4 月 28 日，临汾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有

效对冲疫情影响，充分激发消费活力，临汾市决定从“五一”

小长假开始，启动“庆五一·惠民生·悦生活——临汾市 5000

万元消费礼包大派送”系列活动，在商贸、旅游等领域投放资

金 5000 万元，发挥“杠杆”撬动作用，力促快速形成消费热

点，释放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潜力。 

长治市 4 月 29 号起到 6 月 30 号，长治市政府将向全体

在长治人员发放 1000 万元的“电子消费券”。消费券分为七

种，最高面值为 100 元，涵盖餐饮、商场、超市和便利店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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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商家及线下消费体验店。  

朔州市政府决定于 5 月 1 日起到 5 月 31 日，面向全市居

民和来朔游客推出电子消费券，开展“振兴消费乐购朔州”消

费暖心活动。本次活动向广大群众投放 65 万余张总计价值

1000 万元的电子消费券。将围绕“吃、穿、用、住、行”等

展开，筛选本地重点商户和行业骨干企业广泛参与，集中打造

组合性、多频次引导式的消费热点。                     

 

 【来源：山西日报 】 

2.《扎实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罗清宇在调研农业农村工作时强调，

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农业技术、农产品销

售、金融服务三大平台作用，以南部城郊农业示范区和北部有

机旱作农业示范区建设为突破口，强品牌、拓市场、增效益，

推动农业发展由增产向提质转变。要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农耕体验等农业新

业态，扎实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通过加快产业振兴步伐、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深化农

村各项改革，坚决补上“三农”领域短板，切实发挥好“三

农”压舱石作用。我市的农业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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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品种多而不优、品牌杂而不亮、产业散而不强的问题。

在加快产业振兴步伐方面提出，将大力发展南部城郊型都市现

代农业和北部有机旱作特色农业，推进晋源花卉小镇、万向农

业科技园等重点项目建设，新发展设施蔬菜 3000 亩以上。做

大做强清徐葡萄、阳曲小米、娄烦山药蛋、古交榛子等优势品

牌，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规模化、品牌化、精深化迈进。全面

推进中华老字号酿造特色小镇建设。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休闲

度假、农耕体验等农业新业态，促进农业生产全环节升级、全

链条增值。 

  产业发展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目标。今年是“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在决战决胜全

面小康的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

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我们要重点在“抓落实 抓推进 抓成效”上下功夫  大力

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上以产业振兴为首要任务 以农民增

收为根本目的 以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为重点 按照

“全产业链打造全价值链提升全政策链扶持”的思突出抓好酿

品、肉制品、乳制品、果品、粮油主食五大产业链的整合提升

把我市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打造成为农业转型发展的主导产业

农村发展上以加强乡村治理为根本 以推进农村改革为抓手 

以改善人居环境为突破口补齐“三农”领域短板确保我市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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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来源：太原新闻网 】  

四、其他方面政策 

 1.《山西将设立云州、武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  

 5 月 5 日，据山西省人民政府消息，我省同意批复设立云

州、武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并纳入省级开发区管理序列。 

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以黄花、蔬菜和农产品加工为主

导发展产业；示范区规划面积 87 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和现

代农业生产区、农业景观区、农业体验区。 

武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以杂粮种植加工、畜牧业为主导

发展产业。规划面积 117 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北片区和南

片区。 

山西省政府要求，省自然资源厅要按规定尽快为其核定核

心区四至范围。省商务厅要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等有关部门做好

对云州、武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的指导、管理和服务工作，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云州、武乡现代

农业产业示范区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和

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来源：黄河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