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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打造

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甘肃矿区办事处,兰州新区管委会,省

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各单位:

«甘肃省打造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行动方案»已

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２月２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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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打造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

先行基地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关于发展现代寒旱

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扩量、提质、延链、增效文章,

打造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坚持现代化发

展方向,立足独特气候地理条件,挖掘寒旱内在特质,以促进农

民持续稳定增收为目标,以实施 “扩量、提质、延链、增效”四

大行动为载体,以建设 “牛羊菜果薯药粮种”八大产业集群为抓

手,以推进 “基础条件提升、设施农业建设、节水农业集成、产

业融合发展、经营体系提升、科技与装备创新”六大工程为支

撑,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打造产业韧性强、经营体系强、供

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竞争能力强、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全国现

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加快推进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

主要目标是:２０２５年底,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建成 “牛羊菜药”４个千亿元、“果薯粮”３

个五百亿元、“种”三百亿元产业集群,农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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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０亿元以上.到２０３０年底,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

全面建成,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融合发展势头显著增强,农业综合

效益大幅提升,具有甘肃特色优势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更加健

全,农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８０００亿元左右.

二、实施四大行动

(一)实施扩量行动.坚持把资源优势最大限度转化为规模

优势,调优产业发展布局,突出连片成带、集链成群,建设集中

连片产业带,把特色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把零散产业向产业带

集中.鼓励各地做大区域性特色产业,提升基础薄弱产业,加快

特色产业规模化.支持各地加快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更新换代,用

现代技术与先进设施装备武装农业,发展日光温室、植物车间、

林下经济、垂直农场和集约化畜禽养殖,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在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前提下,充分利用非耕地扩大生产规

模,新增农业产业发展确需使用耕地的须落图落位、落实耕地占

补平衡,健全以奖代补、以效定补等产业发展激励机制,引导各

类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把握市场机遇,因时因势扩大生产规模.

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融合配套,促进特色产业单

产提升,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二)实施提质行动.推进绿色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扩大

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加大优良品种引

进培育推广,加快良种更新更换步伐.坚持 “有标用标、无标创

标、缺标补标、全程贯标”,健全农产品生产加工标准体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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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体系、追溯体系、检测体系.加强农产品质量全流程、全环

节、全周期管控.纵深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持续改善农产品

产地环境,从源头保障农产品品质.严格落实基层农产品质量安

全网格化管理和全程追溯管理制度,深化农产品药物残留治理.

开展农产品质量分级,实施特色优势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大力

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推进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

(三)实施延链行动.强化全产业链思维和市场思维,加力

推进农业领域 “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聚焦建设 “牛羊菜果薯

药粮种”八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和引进一批高技术、高成长

性、高附加值食品龙头加工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

合利用,支持产业大县建设一批食品加工园区,补齐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等设施短板,引导资源要素和企业向园区聚集.建设完

善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强研发投

入、改造升级设施设备,开发预制菜品、休闲食品、药食同源产

品,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快构建农产品和农资现代流通网络,支

持各类主体协同共建供应链.

(四)实施增效行动.加大 “甘味”品牌建设力度,健全品

牌分级分类培育机制,推进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提质增效,

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头部品牌和拳头产品.深入推进 “甘味出

陇”“甘味出海”,在全国重点城市和海外布设一批 “甘味”展销

中心,开展直播带货系列活动,健全拓展营销体系.推动农文旅

深度融合,鼓励举办乡村美食节、和美乡村休闲行等活动,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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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网红村,开辟乡村产业发展新赛道.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经营

体系,健全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

机制,鼓励采取订单收购、统配统收、托养托管等模式,带动农

民参与产业发展、分享增值收益.

三、建设八大集群

(一)加快建设肉牛产业集群.建设张掖武威大众型肉牛、

平凉庆阳高品质红牛、甘南临夏高原特色牦牛３个百万头肉牛产

业带和河西走廊高产奶牛产业带.支持完善设施养殖、粪污处

理、消毒防疫等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智慧牧场,培育一批专业

养牛村镇.实施畜牧良种补贴,推进肉牛扩群提质,推进肉牛杂

交改良和牦牛提纯复壮.优化屠宰加工布局,提升精细分割牛肉

制品、包装熟食等加工产能,鼓励奶业生产经营主体就地就近发

展加工,推动养殖生产、屠宰加工、冷链物流等一体发展.鼓励

差异化发展和特色化经营,擦亮 “平凉红牛”“张掖肉牛”“甘南

牦牛”品牌成色.２０２５年底,全省牛存栏和出栏、牛肉和牛奶

产量分别达到５５６万头、２９４万头、３３５万吨、１３５万吨,全产

业链产值１１４０亿元,培育８个３０亿级产业大县.到２０３０年底,

全产业链产值１５００亿元,培育８个４０亿级产业大县.

(二)加快建设肉羊产业集群.建设河西走廊、中部沿黄、

陇东南３个千万只肉羊产业带.推广高效节本模式,推进标准化

适度规模设施养殖.实施遗传改良计划,健全肉羊良种繁育体

系,加强布病等常见疫病净化和无疫小区创建.改造提升传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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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市场,推动优势屠宰产能向养殖集中区转移,提高精深加工和

综合利用水平,实现 “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冰鲜上

市”.提升 “环县羊肉”“东乡贡羊”“民勤羊肉”品牌知名度和

影响力.２０２５年底,全省羊存栏和出栏、羊肉产量分别达到

２９００万只、３０００万只、４７８万吨,全产业链产值１１００亿元,

培育８个４０亿级产业大县.到２０３０年底,全产业链产值１４５０

亿元,培育１０个５０亿级产业大县.

(三)加快建设蔬菜产业集群.建设河西走廊和中部沿黄灌

区为主的设施蔬菜产业带、兰州定西为主的高原夏菜标准化产业

带、武山甘谷为主的渭河流域传统设施蔬菜提升改造产业带.优

化调整产业布局,提高蔬菜主产区生产优势.集成应用新品种引

进、集约化育苗、有机肥替代、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高质高效生产

技术,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做精做优蔬菜分级、包装、预冷、

保鲜、贮藏、净菜加工等初级加工,推动发展精深加工和综合利

用.建设产地冷链仓储保鲜设施,擦亮 “兰州高原夏菜”区域公

用品牌成色.２０２５年底,全省蔬菜面积达到１０００万亩,产量达

到３１００万吨,全产业链产值１０３０亿元.到２０３０年底,蔬菜产

量达到３５００万吨,全产业链产值１２００亿元,培育５个５０亿级

以上产业大县.

(四)加快建设苹果产业集群.建设平凉庆阳为主的陇东黄

土高原优质红富士苹果产业带、天水花牛苹果为主的浅山丘陵国

内最大元帅系苹果产业带.持续稳定种植面积,建好国家西北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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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高原特色苹果种质资源圃、花牛苹果良种繁育基地.加快老旧

低效果园宜机化改造和防灾减灾设施建设,扩大绿色标准化基地

建设及果园数智化技术应用,推广矮化密植和轻简化修剪、机械

化管理技术.加快发展苹果分选、冷链、精深加工等全链产业,

建设全国优质苹果生产核心区、贸易物流集中区和产业科技创新

示范区.持续扩大 “天水花牛”“静宁苹果”“庆阳苹果”品牌销

售市场.２０２５年底,全省苹果面积稳定在５８０万亩左右,产量

突破８７０万吨,全产业链产值６６０亿元,培育１个百亿级产业大

县.到２０３０年底,苹果产量突破１０００万吨,全产业链产值９００

亿元,培育２个百亿级产业大县.

(五)加快建设马铃薯产业集群.建设中东部旱作区 “梯田＋

高淀粉马铃薯”产业带、河西及沿黄灌区 “水肥一体化＋加工型

马铃薯”产业带、南部地区 “冬播＋早熟菜用型马铃薯”产业

带.扩大高淀粉加工型、全粉加工型品种面积,发展壮大优质原

料薯生产基地.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推动马铃薯产业向优势区

域集中.提升智能化分选,扶持一批马铃薯淀粉全粉加工企业,

推广马铃薯加工废水废渣中蛋白和纤维提取等资源化利用模式.

加快补齐良种繁育、全程机械化、现代化贮藏和精深加工等方面

的短板弱项.２０２５年底,全省马铃薯面积稳定在８７０万亩左右,

产量达到１６５０万吨左右,加工转化率达到４０％,全产业链产值

４５０亿元.到２０３０年底,马铃薯加工转化率达到５０％,全产业

链产值５０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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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快建设中药材产业集群.建设陇东南为主的道地药

材产业带、甘南为主的藏药产业带、河西走廊为主的特色药材产

业带.优化区域布局和道地品种结构,稳定种植面积.支持国家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甘肃分库和种质资源圃提升建设,创建中药

材绿色标准化GAP基地和优质药源直供基地.推进加工智能改

造,建设全国一流的加工基地、储运交易中心.推动产业融合发

展,研发当归、党参等药食同源产品和中医药大健康新产品.

２０２５年底,全省中药材面积稳定在５５０万亩左右,产量达到１７０

万吨左右,中医药全链条总产值１０００亿元以上.到２０３０年底,

中医药全链条总产值１２００亿元,培育２个百亿级产业大县.

(七)加快建设粮油产业集群.建设旱作区小麦和全膜双垄

沟播玉米产业带、灌区浅埋滴灌小麦和密植水肥精准调控玉米高

产产业带、冬春油菜产业带、特色粮油复种产业带.大力推广优

质中强筋小麦、粮饲兼用玉米、优质 “双低”油菜、高油高产大

豆等优质品种,扩大 “两年三茬”复种面积.持续推进绿色种养

循环和秸秆综合利用,鼓励粮油加工企业通过设备更新、技术创

新提升粮油精深加工水平.推进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深

度融合,集成推广节水增粮技术,探索应用绿色储粮技术,推进

科学储粮和节粮减损.２０２５年底,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１２６０

万吨以上,粮食、油料面积分别稳定在４０００万亩、４２０万亩以

上,全产业链产值５００亿元.到２０３０年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１２８０万吨以上,全产业链产值６０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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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快建设现代种业产业集群.建设张掖为主的玉米制

种和油菜良种繁育产业带、酒泉为主的瓜菜花卉制种产业带、定

西为主的马铃薯良种繁育产业带.强化制种基地建设和装备改造

升级,持续稳定制种面积.开展种业科技创新攻关,支持种质资

源精准鉴定和优异种质资源挖掘利用,创制和培育一批玉米、马

铃薯、瓜菜等作物新种质新品种.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领军企

业,延伸种业链条.加快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标准化技术示范

推广.２０２５年底,全省玉米制种面积稳定在１６０万亩以上,供

种量稳定在全国玉米用种量的一半以上,马铃薯种薯、瓜菜花卉

制种基地均稳定在４５万亩以上,种业全产业链产值３００亿元.

到２０３０年底,种业全产业链产值４００亿元左右.

四、推进六大工程

(一)推进基础条件提升工程.聚焦耕地保护和水资源高效

利用,谋划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耕地综合利用和农田水利

设施建设等项目.优先把河西及沿黄等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和

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支

持有条件的地区 “整山系、整流域”建设,在丘陵山区推广 “引

水上山”.在河西和沿黄灌区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综合利用试

点.布局建设一批农业灌溉水源保障工程,扩大大中型灌区改造

范围,夯实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发展基础.

(二)推进设施农业建设工程.根据区域条件、环境容量和

产业分布情况,探索推广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设施农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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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加快建设以节能宜机为主的现代设施种植业、以高效集约为

主的现代设施畜牧业、以生态健康养殖为主的现代设施渔业,重

点实施戈壁农业建设、集约化工厂化育苗、高效集约设施畜牧、

粮食烘干及仓储、老旧日光温室改造提升等项目,示范推广光伏

板上发电、板下种养殖模式,推动现代设施农业提档升级.

(三)推进节水农业集成工程.坚持 “四水四定”原则,落

实 “无膜不种、无地不膜”,河西及沿黄灌区重点推广膜下滴灌

水肥一体化技术,中东部旱作区重点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大

力推广旱作节水＋ “两年三茬”复种模式,加大抗旱节水品种推

广应用.加快节水技术和节水装备推广应用,新建设施农业原则

上全部配套智能水肥一体化装备.因地制宜发展循环农业,实施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等项目.

(四)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工程.推动一产向后延、二产两头

连、三产走高端,突出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以现

代产业示范区和农产品加工物流体系建设为重点,实施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强镇、“甘味”品牌奖补、产地

市场、冷链物流、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项目.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引导和撬动更多资源要素向乡村汇聚,探索

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整体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五)推进经营体系提升工程.围绕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的短板弱项,大力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家庭农场培育和农

业社会化服务等项目,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强能.加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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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多元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拓展服务领域,延伸服务环节,推

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高质量发展.

(六)推进科技与装备创新工程.聚焦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以产业急需为导向,实施良种联合攻关、农业重大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智慧农业等项目,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推动产出更多重大农业科技成果.持续增加特色农机装

备总量,推进老旧农机报废更新,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进农机

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农机装备研发制造、熟化定型、推广应用衔

接贯通.

五、加强组织实施

建立省负总责、市级统筹、县乡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

协同配合,加强资源要素配置.依法依规保障基地和产业带建设

重点项目土地供应.通过涉农整合资金及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

强镇等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产业集群建设.完善重点项目

融资对接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推广畜禽活体、农业设施抵押

融资贷款等金融产品,促进更多信贷资金投入基地和产业带建

设.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探索开展农业生产设施设备保

险、“农业保险＋”试点.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农

业科技创新生态.鼓励重点市、县分类探索不同地区、不同产业

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模式.加强政策宣传,推广经验做法,激发

全社会参与打造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的积极性,营造

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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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２月２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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