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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政策信息 

简   报 

第二十期 

山西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30 日 

国内经济形势持续向好，扩大内需、助企纾困、稳岗就业

等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措施不断发力；各

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总体将延续复苏态势，本

期简报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为大家提供学习参考。 

 

一、领导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重要讲话 

1.《2020 年全国网络扶贫暨数字乡村发展工作现场推进会

召开》 

重点摘要：10 月 24 日，2020 年全国网络扶贫暨数字乡

村发展工作现场推进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中央网信办副主

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小伟，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

任洪天云，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政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扶贫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督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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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实施网络扶贫行动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网络扶贫取得显

著成效。贫困地区网络覆盖目标提前超额完成，贫困村通光纤

比例由实施电信普遍服务之前不到 70%提高到 98%；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现对 832 个贫困县全覆盖，全国农村网络

零售额由 2014 年的 1800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7 万亿

元，规模扩大了 8.4 倍；网络扶智攻坚工程成效明显，全国中

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从 2016 年底的 79.2%上升到

2020 年 8 月的 98.7%；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远

程医疗实现国家级贫困县县级医院全覆盖，截至 2019 年 6 月，

全国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 99.20%，截至 2020 年 8

月，全国共建设运营益农信息社 42.4 万个；网络公益扶贫惠

及更多贫困群体，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网信企业和广大网

民借助互联网将爱心传递给贫困群众。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攻坚责任，保持攻坚态势，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坚决打赢网络扶贫收官战。一是要在“深化”

上再下功夫，努力把网络短板补得更扎实一些、把信息基础打

得更牢靠一些；二是要在“巩固”上再下功夫，进一步发挥网

络扶贫对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的重要作用；三是要在“拓展”

上再下功夫，进一步释放网络扶贫的叠加效应、溢出效应、倍

增效应；四是要在“提升”上再下功夫，接续推进数字乡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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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五是要在“落实”上再下功夫，狠抓网络扶贫任务措施落

实。 

  【来源：网信山西公众号】 
 

2.《2020 年全国秋粮收购顺利开局》 

重点摘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

27 日在此间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

四分之三，是粮食收购重中之重。受播种时间、天气等因素影

响，今年秋粮大量上市略晚于去年。当前南方中晚籼稻进入收

购旺季，入统企业累计收购 759 万吨。目前主产区入统企业已

收购新产玉米 438 万吨、大豆 6 万吨。11 月上旬东北玉米、

大豆、粳稻集中大量上市，收购进度将进一步加快。 

秦玉云说，秋粮再获丰收，为收购奠定良好基础。随着新

粮陆续上市，市场粮源逐步增加，秋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将统筹抓好秋粮收购和保供稳市工作，

确保粮食市场总体稳定。一是督促各地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抓好市场化收购，强化收购资金、运力、信息等保障；二

是压实中储粮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责任，发挥政策托

底作用，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 

据悉，目前秋粮主产区及粮农企业全力投入秋粮收购工

作。黑龙江省克服疫情、台风等不利条件影响，实现粮食丰收；

目前省农发行备足资金 700 亿元，省内商业银行等预计投放市

场化收购贷款约 350 亿元，可以满足收储需要。作为全国疫情

管控时间最长的省份，湖北省中晚籼稻市场价格“高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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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恢复性上涨，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

性。 

今年先期干旱、后期台风，严重影响了吉林玉米生产，增

加了农民成本。针对这一特殊情况，中粮集团积极承担央企责

任，中粮贸易吉林有限公司下属 28 家库点主动向吉林东部空

白区域延边、蛟河、通化等延伸服务，目前初步布局 135 家库

点，基本覆盖全省，可以保障 700 万吨以上收储规模。 

 

【来源：学习强国平台】 

 

二、国家、省农村农业产业相关政策 

1.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晋北肉类出口平台、

山西（长治）中药材商贸平台和山西（吕梁）干果商贸平台建

设规划的通知》 

文件号：晋政办发〔2020〕84 号 印发时间：2020 年 10

月 14 日 

重点摘要：建设规划三大平台建设规划。“晋北肉类出口

平台建设规划”畜牧业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山西晋北地区畜牧养

殖传统悠久,是国际公认的黄金养殖带。2020 年,完成大同国际

陆港和怀仁市农产品展览展销中心工程建设,全面启动“五大工

程”建设,肉类进出口和冷链产品交易量稳步增长。到 2022 年,

“五大工程”初步成型,全省肉类出口量达到 2000 吨,交易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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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 亿元;进出口肉类达到 10 万吨,交易额达到 50 亿元;年交易

冷链产品达到 20 万吨,交易额达到 80 亿元。到 2025 年,肉类

出口量达到 1万吨,交易额突破 5亿元;进出口肉类达到 20万吨

以上,交易额达到100亿元以上;年交易冷链产品达到50万吨以

上,交易额达到 200 亿元以上。全省外销型肉类生产出口能力

稳步提升,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山西(长治)中药材商贸平台建设规划”山西中医药文化

底蕴深厚,道地药材资源丰富,种植历史悠久,是华北道地中药材

主产区,素有“北药宝库”之称。现有中药资源 1788 种,其中道

地中药材达 30 多种,党参、连翘、黄芪、远志、黄芩、柴胡等

都是业界闻名的晋产道地药材。到 2020 年年底,启动山西(长治)

中药材商贸平台实体工程建设,建设平顺县国家现代农业(中药

材)产业园和沁源县有机旱作(中药材)封闭示范县。到 2022 年

年底,全面完成中药材交易市场实体工程建设,初步建成中药材

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中医药文化平台和中药材质量检验检测

中心、中药材仓储物流中心及六大体系。市场入驻中药材经营

商户、医药企业达 300 家,对接山西(全国)中药材电子交易中心

交易平台,实现全省中药材产业线上、线下交易与服务融汇贯

通。中药材商贸平台交易量达到 10 万吨,交易额达到 20 亿元。

到 2025 年年底,全面建成两大平台、两大中心和六大体系,中药

材商贸平台交易量达到 20 万吨,交易额达到 40 亿元。全省建

成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100万亩,其中长治市30万亩;全省中

药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其中长治市达到30亿元;全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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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规模的中药材加工企业达到 200 家以上,其中长治市达到

50 家以上。 

“山西(吕梁)干果商贸平台建设规划”支持非均衡优势发

展原则,依托吕梁山及沿黄区域的干果资源优势,以品牌质量为

引领,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全政策链扶持战略,

辐射带动山西省名优特色干果经济林产业的集聚、集群、集约

发展。通过建立一个中心,建设两大平台,培育五大优势产区,打

造七大高效示范基地,扶持重点龙头企业,开展产品精深加工,培

植综合服务、产品营销、出口贸易、人才培育四大体系,创建山

西干果产业知名品牌。 

提高产品供给能力。打造山西名优特色干果经济林五大优

势产区,至 2025 年,山西省名优特色干果经济林面积达 500 万

亩以上。提高产品加工率。实施干果经济林产品分级包装措施,

以核桃油、沙棘籽油等油类产品,红枣、核桃、沙棘、仁用杏等

原汁饮品,果叶茶、植物维生素、高档化妆品、医药保健等化工

产品为精深加工主攻方向,使优势产区的干果产品精深加工转

化率达到 60%以上,大力提升干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质量安

全水平。优势特色经济林良种使用率达到 95%以上,优质产品

率达到 90%以上,优势产区名特优干果经济林“三品一标”认

证率达到 100%。 

加强品牌建设。以“汾州核桃”“吕梁红枣”“岢岚沙棘”

等区域公用品牌为优势,打造“山西干果”全国知名品牌。建设

商贸平台。建设以吕梁为核心、集散华北、辐射全国的干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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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商贸平台,扩大山西干果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提高

经济效益。至 2025 年,使规划区内干果经济林年产值达到 150

亿元以上,企业加工产品附加值达到 300 亿元以上。 

 

【来源：人民政府网站】 

 

三、其他方面的政策 

1.关于印发《山西省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第一

批）名单的通知》 

重点摘要：为规范我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

管理，引导其聚焦支小支农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切实解决企业

融资难题，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

机构绩效评价指引〉的通知》（财金〔2020〕31 号）和《中

国银保监会等七部门关于做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监管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39 号）等有关规定，经征询有

关单位意见并审核确认，发布山西省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

第一批名全省共六十一家机构单位。（详见附件） 

 

【来源：山西省财政厅网】 
 

2.长治市《积极推进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创建工作》 

重点摘要：我市召开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创建工作会议，听

取各县区有机旱作农业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汇报，对《长治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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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旱作农业探索与实践》编撰工作以及 2021 年有机旱作农业

科研和生产基地项目储备申报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长治市有机旱作农业探索与实践》书稿征集

工作对全面推进我市有机旱作农业发展、提升农业效益具有重

要意义。各县区要高度重视，认真总结各地在有机旱作农业发

展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为持续推进我市有机旱作

农业向纵深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同时，要强化项目监管，对

有机旱作农业技术模式总结、项目绩效考核、项目资金使用管

理抓细抓严；要做好项目储备，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延伸产业

链条，确保优势项目储备入库；要及时做好工作总结，尤其在

有机旱作农业操作规程、技术模式、项目实施上，要善于发现

亮点，认真做好宣传报道，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来源：山西省政府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