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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ꎬ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四次全会精神ꎬ扎实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ꎬ促进乡村全面振兴ꎬ加快建设具有

四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ꎬ制定如下行动方案ꎮ

一、工作目标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川字号”特色农产品生产供应链、精深加工链、品

牌价值链“三链同构”格局基本形成ꎮ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率提高

到 ７０％ 以上ꎬ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平均增速达到

５％ ꎬ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提高到 ２ ５１ꎮ 累计

认定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 ３５００ 户ꎬ培育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 １０００ 户ꎬ百亿级农产品加工园区 １０ 个ꎬ建设 ３０ 个国家级和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ꎮ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

达到 ２５００ 个ꎮ 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更加活跃ꎬ产业融合机制进一步

完善ꎬ产业竞争力明显提高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基本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ꎬ主要经济指

标协调发展ꎬ链群能级、企业规模、创新能力、品牌效益实现全面

提升ꎮ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农林产业强基提质行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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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夯实粮油等重要农产品基础ꎮ 实施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ꎬ加快“天府良田”建设ꎬ加强水源和灌区工程建

设ꎬ持续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ꎬ提高灌溉用水保

障水平ꎮ 扩大酿酒、饲料等专用粮生产ꎬ持续深化“天府菜油”行

动ꎬ增强油料供给保障能力ꎮ 加强生猪产能调控ꎬ确保生猪存栏量

出栏量稳定ꎮ 深入开展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ꎬ推进草原畜牧业

转型升级ꎮ 培育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消费和农产品加工多样

化需求的专用粮、专用肉ꎮ (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

委、水利厅、省粮食和储备局)

２ 发挥果蔬等特色农产品优势ꎮ 优化品种ꎬ提升品质ꎬ加快

建设优质蔬菜、水果、干果、茶叶、中药材、水产品、蚕桑、花椒、牦牛

等特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ꎮ 加强鲜食果蔬产地冷链、烘干、分选设

施建设ꎬ提高商品化水平ꎮ 支持建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ꎬ培育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ꎬ在

农产品主产区培育一批省级百强中心镇ꎮ (责任单位:农业农村

厅、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

３ 深挖林竹等新型产业潜力ꎮ 建设“天府森林粮库”ꎬ推进重

点“林粮”扩面提质ꎬ大力培育“林粮”产业园区和示范基地ꎮ 建设

优质高效竹林和油茶基地ꎮ 结合国家储备林建设积极培育珍贵树

种和大径级用材林ꎬ增加优质加工木材供给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建成县

级以上 “林粮” 示范基地 ３００ 个、“林粮” 现代产业园区 １００ 个ꎮ

(责任单位:省林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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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攻坚行动ꎮ

４ 做大主食加工ꎮ 扩大米、面、油等大宗产品规模ꎬ推动方便

米饭、速冻主食、杂粮主食产业化发展ꎮ 稳步发展猪肉加工业ꎬ提

高牦牛肉深加工率ꎬ鲜肉制品向精分割包装、冷链流通方向发展ꎮ

开发牛羊肉、禽兔肉、水产方便制品ꎬ熟肉制品向多品种、营养化、

预制化发展ꎬ积极开发高档休闲熟食产品ꎮ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

息化厅、科技厅)

５ 做强特色农产品加工ꎮ 巩固川酒现有优势ꎬ发展适应新消

费形势的酒类创新产品ꎮ 巩固发展以名优绿茶为主ꎬ工夫红茶、茉

莉花茶、藏茶等为辅的精制茶产品体系ꎬ推进衍生产品开发ꎬ丰富

产品结构ꎮ 建设具有全国竞争力的果蔬加工基地ꎬ发展果汁、乳制

品、水果罐头、现代中药等深加工产品ꎮ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

厅、农业农村厅、科技厅)

６ 做精预制菜及调味品加工ꎮ 创新开发减盐、减糖、低脂、有

机等系列健康产品ꎮ 提升泡菜、豆瓣、火锅底料、鱼子酱等加工业

发展水平ꎬ开发多种风味型和功能型复合调味品ꎮ 开展风味缓释、

生物防腐等关键技术攻关ꎬ加强预制菜质量安全监管ꎬ打造一批预

制川菜“大单品”ꎬ建设一批预制菜产业园区ꎮ (责任单位:经济和

信息化厅、科技厅、省市场监管局)

７ 做优林竹产品和丝绸加工ꎮ 持续巩固林浆纸一体化优势ꎬ

大力发展竹食品、森林粮食加工等重点产业ꎮ 聚焦以竹代塑、以竹

代木、以竹代钢等领域ꎬ研发推广应用新型竹制产品ꎮ 传承弘扬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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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文化ꎬ发展精品生丝、绸缎和家纺等产品ꎬ创新研发蚕丝衍生材

料、医疗手术缝合线等产品ꎮ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科技

厅、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

(三)实施“川字号”农产品市场拓展行动ꎮ

８ 构建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ꎮ 鼓励省内产品生产销售企业

在省外设立分销中心ꎬ建立订单农业、产销一体等长期稳定对接模

式ꎮ 积极拓展线上营销渠道ꎬ引导鼓励大型电商平台企业为“四川

造”产品设立专区、专场、专馆等ꎮ 推进“川货寄递”工程ꎬ加快实

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ꎮ (责任单位:商务厅、四川邮政管

理局、农业农村厅、经济和信息化厅)

９ 加大专项市场促销ꎮ 推动定点帮扶采购ꎬ充分利用东西部

消费协作机制ꎬ协调浙江、广东两省各级单位定向采购我省“天府

乡村”公益品牌产品ꎮ 带动企业参加省内外有影响力的展会ꎬ支持

拓展省外市场ꎮ 鼓励企业组团进驻省外城市社区ꎬ开展集中展销

配送ꎬ举办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四川农特产品展、四川优

质农特产品杭州行等活动ꎮ (责任单位:商务厅、农业农村厅、省乡

村振兴局)

１０ 打造产销平台新模式ꎮ 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ꎬ开展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ꎬ打造一批快递服务现

代农业示范项目ꎬ发展线上线下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消费新模式ꎮ

搭建产品“走得出”、主播“找得到”的双向对接平台ꎬ形成电商消

费新业态集聚发展态势ꎬ打造直播电商人才、企业、产品等资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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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基地ꎮ (责任单位:商务厅、四川邮政管理局)

１１ 拓展海外市场ꎮ 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ꎬ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合作ꎮ 用好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平台和中欧班列、中老铁路等国际铁路运输通道ꎮ 推进内

外贸一体化试点ꎬ全力培育壮大农产品外贸主体ꎬ构建全球布局的

产品流通网络ꎮ (责任单位:商务厅、成都海关)

１２ 发展农村流通网络ꎮ 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ꎬ支持大型

流通企业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下沉供应链ꎬ推动农产品批发市

场优化升级ꎮ 鼓励企业加快建设保鲜、冷藏、冷冻、运输等冷链物

流设施ꎮ 深入推进“交商邮供”合作ꎬ畅通农产品“最初一公里”物

流通道ꎬ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ꎬ加快县、乡、村物流共同配送体系建

设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全省冷链库容达 １２５４ 万吨ꎮ (责任单位:商务厅、

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省供销社、四川邮政管理局)

(四)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振兴行动ꎮ

１３ 大力发展“乡村精品游”ꎮ 打造城郊休闲、本地文化体验

等主题特色鲜明的乡村“微度假”旅游目的地ꎮ 活化利用好传统

建筑ꎬ发展培育特色民宿集群ꎮ 推动更多乡村旅游线路入选“乡村

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培育 ２０ 个“天

府度假乡村”ꎮ (责任单位:文化和旅游厅、农业农村厅、住房城乡

建设厅)

１４ 有效拓展“乡村体验游”ꎮ 充分挖掘乡村文化内涵ꎬ依托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及优秀传统建筑ꎬ开发民俗风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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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农耕文化体验等沉浸式交互式体验项目ꎮ 发展乡村研学、乡村

康养、乡村“夜经济”ꎬ丰富乡村文化旅游新体验ꎬ将农业生产、农

村环境、农民生活等元素融入旅游ꎬ拓展乡村旅游新业态ꎮ 发展休

闲农业ꎬ开发竹编、年画、剪纸、蜀锦、刺绣、石刻、唐卡等文创产品ꎮ

(责任单位:文化和旅游厅、农业农村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１５ 积极培育“城乡全域游”ꎮ 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ꎬ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ꎬ合理规划布局文化旅

游康养等产业ꎮ 推进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ꎬ加快巴蜀美丽庭院

示范片建设ꎮ 推进路水电气讯 “五网”配套建设ꎬ增点、连线、扩

面ꎬ补齐旅游配套设施ꎬ打造乡村旅游功能片区ꎬ推动乡村旅游由

“点上开花”向城乡“串珠成链”转变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推出 １００ 条“天

府乡村风景旅游道”ꎮ (责任单位:文化和旅游厅、农业农村厅、省

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五)实施经营主体培育壮大行动ꎮ

１６ 加大龙头企业引进培育力度ꎮ 在白酒、主食加工等领域

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企业和产业链配套企业ꎮ

在预制川菜、方便休闲食品等特色领域培育一批创新力强、成长性

好的专精特新企业ꎮ 引进烘干冷链物流、精深加工、香精香料等配

套链企业ꎮ 开展“小升规”重点企业培育ꎬ推动小微企业规范化、

标准化生产ꎮ (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省经济合作局、农业农

村厅)

１７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ꎮ 实施家庭农场培育提升行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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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农民合作社规范管理长效机制ꎬ加强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

培育ꎮ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ꎬ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ꎮ 实施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ꎬ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ꎮ (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厅)

１８ 推进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建设ꎮ 壮大供销合作

社流通骨干企业ꎬ在农资、农产品、日用消费品、再生资源行业和农

业社会化服务ꎬ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ꎮ

健全供销合作社经营服务网络ꎬ拓展经营服务领域ꎮ 加强为农服

务中心建设ꎬ提升服务农业生产水平ꎮ (责任单位:省供销社)

１９ 高质量建设现代产业园区ꎮ 进一步完善各类现代园区建

设管理体制机制ꎬ鼓励“链主”企业领办产业园区ꎬ培育壮大各类

主体ꎮ 积极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ꎬ建设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ꎮ 深入开展星级现代农

业园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农业科技园区等培育认定ꎮ 打造

一批百亿级农产品加工园区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建成国家级和省级、市

级现代农业园区 １０００ 个以上ꎬ建设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２０ 个以上ꎮ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经济和信息

化厅、科技厅)

(六)实施科技赋能提升行动ꎮ

２０ 强化种业振兴创新攻关ꎮ 实施“天府良种创制”行动ꎬ创

制与产量、品质、抗性、养分高效等有关的育种中间材料ꎮ 助力南

繁科研育种、南方蔬菜种业、攀西育种制种等基地建设ꎮ 加快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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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重大主导品种突破ꎮ 实施农作物及畜禽育种攻关计划和主要粮

食作物生物育种、川猪重大科技专项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培育并推广高

产优质、绿色低碳、宜机宜饲、加工专用等突破性新品种 １０ 个以

上ꎮ (责任单位:科技厅、农业农村厅)

２１ 健全现代农业装备和服务支撑体系ꎮ 实施“天府良机研

发”行动ꎬ加强大中型、智能化、复合型农业机械研发推广应用ꎮ 推

动丘陵山区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园和研发制造基地建设ꎮ 发展现代

设施农业ꎬ强化农机农艺融合ꎬ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和

农机作业条件改善ꎮ 健全省、市、县、乡四级农技推广网络ꎬ建设区

域性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 ５１００

万千瓦ꎬ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７５％ ꎮ (责任单位:

农业农村厅、经济和信息化厅、科技厅)

２２ 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广ꎮ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中试

熟化ꎬ推进大规模应用前的中试放大验证ꎮ 推动作物绿色高效生

产、植物工厂等关键技术与科技攻关ꎮ 建设一批省级科技助力乡

村振兴先行村ꎮ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ꎬ加强农业专家大院、科技小

院、星创天地、四川科技兴村在线等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ꎮ

(责任单位:科技厅、农业农村厅)

２３ 着力提升数字化水平ꎮ 强化数字理念引领和数字技术应

用ꎬ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ꎬ推进智慧农业发展ꎮ 推动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农机装备深度融合ꎮ 支持“互联网＋”农业和 ５Ｇ 赋能

农业发展ꎮ 大力发展互联网慈善ꎬ实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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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行动ꎬ推进标识解析在农业农村各领域广泛应用ꎮ 推动发

展农产品数字电商ꎬ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和智能

化升级ꎮ (责任单位:省委网信办、经济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

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民政厅)

(七)实施“川字号”农产品品牌提升行动ꎮ

２４ 强化标准化生产ꎮ 推动完善全省标准体系ꎬ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ꎬ形成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标准化发展新格局ꎮ 开展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示范ꎬ加快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省

建设ꎬ大力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ꎮ 完善与品牌建设

配套的相关标准制修订ꎬ不断优化“川字号”农产品标准ꎬ推进产

品按标生产、按标上市、按标流通ꎮ (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厅、省市

场监管局、省卫生健康委)

２５ 做响一批特色品牌ꎮ 建立品牌价值链ꎬ健全运营管理机

制ꎬ巩固“老字号”产品品牌ꎬ选定一批“小而美” “小而精”传统产

业ꎬ培育“乡字号” “土字号”产品品牌ꎮ 围绕特色优势产业ꎬ做优

做强一批品质优良、知名度美誉度高的企业品牌ꎮ 集中培育“天府

粮仓”等省级公用品牌ꎮ 讲好品牌故事ꎬ加大宣传推介力度ꎬ提升

四川特色农产品知名度ꎬ提高“川字号”品牌市场占有率ꎮ (责任

单位: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

２６ 完善品牌服务体系ꎮ 加强法制保障力度ꎬ推广 “五调融

合”化解农产品纠纷工作法ꎮ 建设运营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

务平台———川质通ꎬ提供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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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

农产品品牌建设服务体系ꎮ 加强对质量认证(有机产品认证)示

范区的监督管理ꎬ开展创建评价、监督检查和验收认定等工作ꎮ

(责任单位:省法院、省委政法委、省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厅)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ꎮ 充分发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作用ꎬ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ꎬ加强分类指导、压实主体责任ꎬ围绕重点

任务出台七个专项行动方案ꎬ因地制宜、突出特色ꎬ引导生产要素

向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集聚ꎮ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经

济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等)

(二)完善支持政策ꎮ 强化财政资金引导机制ꎬ支持符合条件

的项目申报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ꎮ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ꎬ引导社

会资本更快更多投入ꎮ 强化规划引领、梳理产业空间ꎬ有效保障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ꎮ 健全乡村人才激励机制ꎬ加大人才

培养、培训力度ꎬ引导各类人才到乡村创业兴业ꎮ 鼓励各地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ꎬ探索新机制、新模式ꎮ (责任单位:财政厅、省发展改

革委、自然资源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

四川省分行等)

(三)推进试点示范ꎮ 加强统筹谋划ꎬ围绕特色优势产业ꎬ培

育新业态ꎬ探索新模式ꎬ及时总结发现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ꎬ加强

宣传推广ꎬ有序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ꎮ 在积极创建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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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基础上ꎬ按程序申报开展省级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ꎬ支持推进有关重点项目实施ꎬ发挥引

领示范效应ꎮ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商务

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

(四)强化考核运用ꎮ 加快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统

计监测机制和指标体系ꎬ在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中注重考核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施情

况ꎮ (责任单位:省委农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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