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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动态 

【政策】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公布 2023 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名单的通知 

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工作的

通知》（农办规〔2023〕25 号）要求，经产业园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申请、省级农业农村和

财政部门审核推荐、专家评审和公示等程序，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决定将北京市通州区等 44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具体名单见附件）。 

各级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要再接再厉、深化协作，把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的重要抓手，着力打造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引领区，在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发挥更大示范带动作用。一要聚力推进全链升级。按照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要求，建设绿色生产基地，发展壮大加工流通业，推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发掘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值，提升主导产业综合效益。二要聚力推进要素

集聚。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撬动作用，创新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吸引金融和社会资本支持产

业园建设。促进科技、人才、用地、信息等向产业园汇聚，建成可持续的乡村产业要素集聚

高地。三要聚力强化联农带农。推广订单农业、收益分红、土地入股、上岗就业等利益联结

模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创新产村融合、园村共建机制，促进产业发展与乡

村建设协同推进，带动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整体提升。四要聚力优化指导服务。规范产

业园建设运营，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健全综合服务平台，促进各类主体入园共同发展。加强

后续中央财政奖补资金监督管理，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执行进度，确保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

用。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详情查看：http://www.jhs.moa.gov.cn/tzgg/202401/t20240117_6446052.htm 
 

【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数据局关于印发《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数据局，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金融监管总局、广电总局：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

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时代发展红利，助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研究制定了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加快推进各项任务。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局 

详情查看：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401/t20240105_1363120.html 

 

【政策】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3 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名单的通知 

根据《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关于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的要求，

农业农村部 2021年、2022 年先后认定两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今年 6 月，农业农村部印

发通知，提出 2023 年继续开展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申报工作，并对前两批认定的全国休闲

农业重点县进行监测。从监测情况看，经过两年的建设，前两批重点县乡村休闲产业环境持

续优化、联动主导产业效应增强、益农增收作用明显；同时，经县级申报、省级遴选、专家

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认定北京市平谷区等 60 个县（市、区）为 2023 年全国休闲农业重

点县，现予以公布。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把休闲农业重点县建设作为推动乡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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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抓手，促进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一要加强指导，有序推进。加强动态监测，研

判休闲农业发展新形势，强化跟踪指导，分析行业供需新变化，找准本地资源优势，激发乡

土文化活力，突出生态价值转换，研究休闲农业提质升级新措施，优化乡村休闲产业布局，

稳妥有序提升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二要聚合力量，提升能力。积极发挥部门协调推进机制

作用，引导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集聚，持续改善休闲农业发展重点区域服务设施；

发挥运营平台、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在运营策划、营销推广等方面的专业支撑作用，提升休

闲农业经营主体运营能力。三要总结经验，推介典型。梳理总结重点县在功能拓展、机制创

新、政策创设、设施完善、产业带动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通过宣传报道、推介交流

等多种方式，推广休闲农业创新发展模式，拓展典型经验影响广度和深度，引领带动全行业

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govpublic/XZQYJ/202312/t20231227_6443618.htm 

 

【政策】云南省科技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和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加

强云南省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推动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共同研究起草《云南省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

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来源：云南省科技厅 

详情查看： 

https://kjt.yn.gov.cn/html/2024/xingzhengguifanxingwenjian_0103/8417.html 

 

【政策】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效能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要稳定队伍、提升素质、回归主业，强

化公益性服务功能”要求，加快解决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以下简称“农技推广”）体系队伍

不稳、能力不强、保障不足等问题，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特制定本方案。 

来源：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详情查看：https://nync.yn.gov.cn/html/2024/gongshigonggao_0112/403528.html 

 

【政策】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协调领导小组关于公布第十八批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

业名单的通知 

为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促进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按照《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云农企〔2017〕6号）的规定，在各州（市）农

业农村部门推荐申报的基础上，经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评

审、认定成员单位审核、向社会公示等程序，并报经省政府同意，认定昆明德和罐头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等 241户企业为云南省第十八批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名单附后），现

予公布。 

来源：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详情查看：https://nync.yn.gov.cn/html/2023/zuixinwenjian_1229/403262.html 

 

【资讯】云南：蔬菜产业带动 400余万人就业增收 

蔬菜已成云南带农增收的重要产业。”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云南在蔬菜生产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蔬菜播种面积保持在 1900万亩以上，年产量超过 3000万吨，带

动 400余万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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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绿色食品处副处长张昉说，云南已形成常年蔬菜、冬春蔬菜、夏秋蔬菜三

大产区。在持续发挥“南菜北运”重要保供基地作用的同时，云南还出口蔬菜至越南、新加

坡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云南利用高原蔬菜产业集群建设等项目，加快推进蔬菜种植设施化，实现农药化肥

减量，还提升了蔬菜的品质和产量。仅在去年，全省就推进了 15万亩蔬菜大棚改造和喷滴

灌设施建设；今年又提前下达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改造升级生产设施。 

来源：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详情查看：https://nync.yn.gov.cn/html/2024/yunnongkuanxun-new_0124/403790.html 

 

【资讯】部分果蔬主产区产销对接暨第八届京津冀品牌农产品推介活动在京举办 

本网讯 1 月 12日，为助力果蔬主产区顺畅销售，引导节日市场均衡供应、平稳运行，保障

菜农果农收益，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指导、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联合相关省级农业

农村部门共同主办的部分果蔬主产区产销对接暨第八届京津冀品牌农产品推介活动在北京

举办。来自河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海南、云南等省的 100 多位生产经营主体，带

来西红柿、萝卜、大葱、脐橙等百余种农产品，与大型采购商代表对接洽谈，达成意向签约

额 15.6亿元。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xw/zwdt/202401/t20240112_6445652.htm 

 

【资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本网讯，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系统部署。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度，聚合资源力量，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取得积极进展。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xw/zwdt/202312/t20231230_6443790.htm 

 

【资讯】山西：一颗草莓的振兴梦想 

1 月 21日，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小店-心守草莓”区域公共品牌在王吴现代设施农业科技

示范园正式对外发布推介。这意味着，小店区以“草莓小镇”作为产业聚集 IP，走上了乡村

振兴的快车道。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围绕这一时代课题，小店区委区政府立足城郊农

业的区位优势，以草莓产业为抓手之一，大力实施“特”“优”战略，以产业振兴来助力推

动乡村的全面振兴。为此，该区与山西农业大学及驻地农业企业太原市鸿新公司和太原市余

美富公司形成合力，共同破题，聚焦草莓产业育苗、种植、营销、仓储、精深加工等环节延

伸产业链，深入推进了“草莓小镇”建设。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xw/qg/202401/t20240124_6446535.htm 

 

【资讯】广西南宁沃柑砂糖橘产销两旺 

目前，南宁市沃柑面积占广西约 60%、产量占广西约 70%，占全国沃柑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该市按照“建链、延链、补链”的思路，推进水果产业三产融合发展，促进提质增效，构建

了水果清洗、分级、包装，果框加工、果汁加工等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初加工体系。目前

全市共有水果加工企业 12 家，其中规模以上水果精深加工企业 6家、规模化选果厂 200 多

家、水果保鲜地头冷库 48座。 

该市大力扶持沃柑品牌创建，支持企业产品包装上市，指导企业坚持品牌营销，并组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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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推介沃柑品牌、参与武鸣沃柑冠名高铁专列开通等活动。“武鸣沃柑”先

后获准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选中国、广西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获批广西“桂字号”

区域公用品牌，获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市场新锐品牌。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xw/qg/202401/t20240116_6446044.htm 

 

【资讯】湖北黄梅县蓝莓产业向全链条延伸 

 黄梅县是湖北蓝莓种植大县，该县北部山区地处丘陵地带，土壤呈酸性，降水适中，适宜

发展蓝莓产业。自 2010 年以来，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进了专业化农业科技公司，在中国科学

院和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的科技支撑下，在 13 年间培育、种植蓝莓面积超过

2.5万亩。在杂草丛生的北部山区，拔地而起一片生机勃勃的蓝莓种植园，成为全国最大的

蓝莓种植基地之一，被农业农村部授予“中国小浆果示范基地”。独山镇的童寨村和黎岭村

先后建设了黄梅县蓝之缘蓝莓基地和黄梅县蓝之星蓝莓基地，形成了连片的标准化基地 1.5

万亩。为带动当地农户和合作社的蓝莓生产，黄梅县还专门成立了村产业帮扶基地。同时，

政府积极推动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为蓝莓产业发展修建公路、修缮灌溉设施、建设冷库等配

套设施，大大延伸了蓝莓的产业链，生产出的蓝莓果汁、蓝莓酱、蓝莓酒等产品进一步满足

了消费者需求。蓝莓基地具有的采摘、游玩、研学等功能，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xw/qg/202401/t20240115_6445733.htm 

 

【技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草莓研发团队不懈创新取得丰硕成果——科技赋能草莓产业成色

足 

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阮继伟研究员为首的草莓研发团队打破了日中性草莓国外

品种权的垄断，引领支撑云南成为产销量占全国 70%以上的夏季草莓产区，推动云南草莓脱

毒种苗实现从“全国买”到“卖全国”的历史性转变。小小草莓的硬核科技，让云南草莓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促农增收的力量更强。 

来源：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详情查看：https://nync.yn.gov.cn/html/2024/yunnongkuanxun-new_0112/403518.html 

 

【技术】科技支撑我省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 

柑橘是我省种植面积最大的水果，2022 年全省种植面积达 219.9 万亩，产量 294.3 万吨。

云南是全国柑橘特早和极晚熟优势区，种植的温州蜜柑、柠檬、茂谷柑、琯溪蜜柚、鸡尾葡

萄柚、纽荷尔脐橙、默科特等早熟柑橘品种熟期可提前 30至 50天；种植的沃柑、芦柑、枸

橼、水晶柚等晚熟柑橘品种熟期可推迟 30至 45天。 

同时集成研发出柑橘水肥一体化、轻简化高效生产、花果调控、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病虫害

绿色防控、采收及贮运、绿色保鲜等 40余项实用技术。其中，沃柑生产技术、冰糖橙绿色

高效种植技术、水晶蜜柚提质增效技术、柑橘红蜘蛛减药增效绿色防控技术、橘园农药——

捕食螨生态防控柑橘红蜘蛛技术、柑橘无损分选分级技术 6 项技术入选我省农业主推技术。 

来源：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详情查看：https://nync.yn.gov.cn/html/2024/yunnongkuanxun-new_0108/4034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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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蔬菜： 

市场价格：选取国内南、北重点市场进行价格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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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更多市场价格：https://www.weihengag.com/home/vegetable/lists/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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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价格：选取云南省内重点产区进行价格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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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更多产地价格：https://www.weihengag.com/home/vegetable/lists 

 

行情预测 

菜价行情预测，需要会员权限，您可以加入菜价 VIP会员享受无限制查看。 

https://www.weihengag.com/home/vegetable/lists/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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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 

市场价格：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批市场价格信息系统 

 

点击此处查看更多市场价格：https://www.gaoyuanyunguo.com/home/fruit/lists 

 

产地价格：选取云南省内重点产区进行价格监测 

 

点击此处查看更多产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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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察 

平湖数字化成果让茂县水果“起飞” 

2023 年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公布了第四届“全球减贫案

例征集活动”104 个最佳案例名单。其中，我市上报的“茂农服”平台助力四

川省茂县农业增产增收案例成功入选，这标志着平湖和茂县的结对之路迎来了

阶段性进展。 

“以前总担心苹果卖不出去，现在好了，用了‘茂农服’平台，我的苹果

可以卖到浙江和上海，以前每斤只能卖 3.5 元，现在可以卖 5元了。”茂县农

户余贵刚说。据了解，得益于茂农服平台的网络销售系统，以前让农户烦恼的

销售问题得到了解决，农户对“茂农服”数字平台赞不绝口，今年，不少农户

都进行了扩种，茂县乡村农业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机。 

茂县作为川西地区的农业大县、水果大县，水果种植面积 9.47 万亩，年产

量达 12 万吨，苹果、青红脆李、枇杷等都是其优质农产品。然而，随着市场化

竞争的日趋加剧，如何继续稳固茂县农产品的地位，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2022 年，平湖依托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的先发优势，结合茂县实际，通过对茂县

农产品标准化种植、体系化品控等方面进行数字赋能，为助推茂县农业产业增

产增收贡献平湖力量，“茂农服”数字化为农服务系统就在这一年诞生了。 

据了解，除了销售信息，“茂农服”还全面融合智慧农资管理、溯源信

息、产业分布等资源数据，以数字化把控农产品质量。茂县的 68家农资店通过

农药“进—销—用—回”闭环数字化管理，2022 年全县同比减少化肥农药使用

1.29 吨。目前，茂县已有超过 170 家农业主体建立追溯平台，通过溯源 APP，

将种植、施肥、加工、包装等环节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存储，并上

传至“茂农服”，形成溯源二维码。溯源二维码让管理者、消费者更全面、直

观地了解茂县水果的生长全过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不仅如此，“茂农服”还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对农业基

地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数字化改造，建立农场小型气象站，实时记录温度、湿

度、日照、雨量、风速、PM2.5 等农场区域小气象数据，通过长时间动态监测

的数据反映茂县水果种植基地的优良环境，从而达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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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和标准化建设。“在手机上我就可以知道田地的实时情况，天气怎么样，

什么时候施肥都会有提醒，这对我们来说很方便。”茂县农户杨琴说。 

平茂两地以“茂农服”数字平台为依托，积极开拓“线上+线下”双向营销

渠道，走出了一条茂县优质水果“飞出”大山之路，打造出一张对口支援的

“金名片”。2022 年以来，茂县通过“茂农服”销售苹果、枇杷等 2000 余

吨，销售额达 3500 余万元，有效破解了茂县农业发展瓶颈。 

 

 

案例来源：平湖市人民政府 

 



农小蜂农业产业数据服务平台借助自身产品化的产业互联网技术平台能力及对农业领域的深度参

与，结合产业自主研发的数据资产管理平台。面向主管部门、科研机构、产业链企业、产业服务

机构等用户提供“小蜂智库”、“小蜂数据”、“小蜂报告”、“小蜂内参”、“小蜂SaaS应

用”及“咨询/数据定制”等产业数据服务，助力用户决策未来，让数据服务于农业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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