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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动态 

【政策】2024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 

到 2024 年底，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数字技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更加有力。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超过 2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 2 个百分

点，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 6300 亿元，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进一步提升，培育一批既懂

农业农村、又懂数字技术的实用型人才，打造一批示范性强、带动性广的数字化应用场景，

抓好办成一批线上线下联动、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 

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详情查看：https://www.cac.gov.cn/2024-05/15/c_1717449026412502.htm 

【政策】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2.0 

推进农田建设数字化。开展农田建设数字化管理，依托全国农田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充分

发挥自然资源“一张图”作用，将农田建设项目立项、实施、完工、验收等全流程信息上图

入库和统一管理，对建设、管护、利用等全环节实现有据可查、全程监控、协同管理，构建

农田基础数据库。  

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详情查看：https://www.cac.gov.cn/2024-05/15/c_1717449042791246.htm 

【政策】农业农村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2024 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的通

知 

推进农资追溯管理。推进肥料等主要农资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建立电子追溯码识别制度。不

断扩大农药、兽药二维码追溯覆盖面和影响力。加强种子监管技术支撑，加快推行以“一品

种、一名称、一标样、一指纹”为主要内容的品种身份证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

部按职责分工负责）。进一步强化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质量管理工作机制，督促系统农资企

业落实好“两账两票一卡一书”制度。加快农资物联网应用推广，扩大中国农资质量追溯平

台的使用范围和数量（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负责）。 

来源：农业农村部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cpzlaq/202405/t20240506_6454868.htm 

【政策】关于支持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的通知 

加快培育现代流通骨干企业。支持传统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整合线上线下营销网络，

发展集中采购、统仓统配、即时零售等，向社区和村镇延伸服务。大力发展现代供应链，依

托骨干流通企业建设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提供国内外市场开拓、品牌孵化、集采集配等服

务，为中小企业发展赋能。鼓励骨干流通企业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生活服务业跨界融

合，构建产供销储运协同供应链，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来源：财政部 

详情查看：https://jjs.mof.gov.cn/zhengcefagui/202404/t20240428_3933735.htm 

【政策】云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考评办法 （试行） 

第四条 体系任务设置每五年为一个实施周期，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同步实施。 

第五条 考评分年度考评和综合评价。年度考评一年一考，主考当年履职情况，在每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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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次年 1月期间进行；综合评价每 5 年进行一次，主考 5 年聘期内总体成效，综合评价当

年不再安排年度考评，综合评价结果于 3月底前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第六条 各体系和首席科学家的年度考评与综合评价，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 

第七条 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站长、创新基地负责人的年度考评与综合评价，由各体系执

行专家组组织实施，执行专家组人员由体系首席科学家组织建立，具体专家组名单报省农业

农村厅备案。 

来源：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详情查看：https://nync.yn.gov.cn/html/2024/zuixinwenjian_0524/1411789.html 

 

【政策】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公布省级种业阵型企业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扎实推进种业企业扶优行动，支持我省特色

优势产业做强做优做大，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省级种业阵型企业遴选工作。根据企业资

产实力、育种研发、创新成果、市场规模等情况，决定遴选云南金鼎禾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等 17 家企业为省级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附件 1）；曲靖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等 15 家企

业为省级畜禽种业阵型企业（附件 2）；西双版纳云博水产养殖开发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

为省级水产种业阵型企业（附件 3）。 

来源：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详情查看：https://nync.yn.gov.cn/html/2024/gongshigonggao_0522/411773.html 

 

【资讯】汶川：头季蔬菜迎丰收 菜农田间采收忙 

近年来，绵虒镇因地制宜，深入挖掘“土”资源、放大“特”优势，通过建基地、延链条、

树品牌，不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并通过积极申报州级现代蔬菜产业园区，鼓励村民发

展高产、高效、优质的蔬菜产业。目前，草坡蔬菜园区的耕地面积为 5908亩，其中种植蔬

菜和中药材的产业套种面积为 4022亩。在多年的发展中，园区通过探索发展绿色蔬菜“抱

团取暖”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形成了以莲花白、莴笋、青椒、白菜等蔬菜种植为主导产业，

并通过种养循环、农牧结合、农林相融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来源：中新网 

详情查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0355718390426125&wfr=spider&for=pc 

 

【资讯】云南双江多措并举发展蔬菜种植 助力乡村振兴 

双江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县积极引导村民发展蔬菜种植，通过引进先

进的加工技术和设备，建立现代化的生产线，将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

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实现了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聘请国内外

农业专家和学者，为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加大本土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举办培

训班、开展技术指导等方式，提高菜农的科技素质和管理水平，不断增加农户收入，助力乡

村振兴。 

来源：中新网 

详情查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0297354709760661&wfr=spider&for=pc 

 

【资讯】田畴结硕果 沃野展新图 云南红河州抢抓机遇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今年以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立足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区位优势，抢抓机遇，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统揽，不断提高农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走出一条符合红河州实际的特

色高效农业发展新路子。 

从稳产保供到就业增收、从科技赋能到产业发展、从改善设施到拉动投资……红河州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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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蹄疾步稳，高标准农田建设、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交出优异成绩单。统计显示，一

季度红河州实现农林牧渔总产值 99.9 亿元，同比增长 3.1%。 

来源：云南日报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xw/qg/202405/t20240529_6456283.htm 

 

【资讯】南方电网云南曲靖供电局驻村工作队力保蔬菜供应“不断档” 

5 月 22 日，曲靖供电局驻村工作队正联合宣威市杨柳镇留田村的村民们，齐心协力抓紧修

复因近期极端大风天气影响受损严重的蔬菜大棚，尽最大努力减轻农户灾害损失，力保杨柳

镇蔬菜供应“不断档”，老百姓“菜篮子”有保障。 

来源：曲靖珠江网 

详情查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9854623012157932&wfr=spider&for=pc 

 

【资讯】食品真科技｜年产超 4500万吨的苹果 真的没有“果张力”了吗？ 

进入 5月份，随着苹果花期结束，苹果树开始进入定果、坐果期，此时，各个苹果产区的种

植园工人们正忙着摘除多余的幼果，为秋季的丰收做准备。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

最大的苹果生产国，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 50%以上。量大实惠、默默支撑起国人水

果消费“基本盘”的苹果，最近突然成为热点。 

来源：央广网 

详情查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9127234598553067&wfr=spider&for=pc 

 

【资讯】云南瑞丽热情果喜获丰收 

近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勐秀乡小街村舒家果园的工人们十分忙碌——当

地热情果首次试种成功，喜迎丰收，正准备上市。据了解，舒兴国在当地积极推广热情果种

植，为有意向的农户提供果苗和技术支持，对果子进行收购的同时，协助疏通销售渠道。在

他的带动下，德宏州内新增种植热情果约 2000亩，拓宽了农业增收渠道。 

来源：新华网 

详情查看： 

http://www.yn.xinhuanet.com/20240527/da7e13baed254fb8a96ace757cbfc7e4/c.html 

 

【资讯】云南景谷：水果产业"百花齐放" 赋能乡村振兴 

据悉，今年西瓜的价格在每公斤 3—6 元，较往年更为可观。同时，因口感好，已远销北上

广等地区，为农户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一位种植户高兴地说：“今年西瓜长势特别好，品质

也上乘。我家种了 20多亩，每天都能卖出 800—1500 元，生活越来越好了。” 

近年来，凤山镇在特色产业建设上不断发力。继发展菠萝产业之后，西瓜产业也崭露头角。

通过“一产多嵌、棚地＋合作社＋双膜＋露天生态”的种植模式，西瓜产业逐渐壮大，为农

户提供了更多的增收渠道，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来源：人民网-云南频道 

详情查看：http://yn.people.com.cn/n2/2024/0509/c372456-40837431.html 

 

【资讯】“果”然很云南丨荔枝！给你一个爱上夏天的理由…… 

近日，云南本地荔枝已大量上市，尽管全国荔枝总产量比去年减产 45.94%，但在云南，妃子

笑产量波动不大，和去年基本持平。 

一颗颗荔枝鲜果正从云南销往全国各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五月荔

枝熟，空山暑不欺。”“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从古至今，描写荔枝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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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百余篇，人们对荔枝的喜爱，也持续了近千年时光。更因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

知是荔枝来。”诞生了广为人知的荔枝品种：妃子笑荔枝！ 

来源：云南网 

详情查看：https://m.yunnan.cn/system/2024/05/28/033075119.shtml 

 

市场行情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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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此处查看更多蔬菜价格监测信息： 

https://www.abeedata.com/home/vegetable/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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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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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更多蔬菜价格监测信息： 

https://www.abeedata.com/home/fruit/lists/type/1 

 

本期观察 

秀洲区聚焦土特产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秀洲区在原有资源禀赋基础上，通过数字化赋能、品牌化运营以

及产业链发展等方式，推动农村土特产产业提质增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

前，秀洲莲藕、秀洲酱鹅入选省名优“土特产”百品榜名单；嘉兴粽子入选国

家“土特产”推荐名单。莲藕产业列入嘉兴市一县一品特色产业。 

一是聚焦数字化，打造好品质。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集成应

用，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现代种养技术、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藏等技术，将土

特产原生态、零污染、最原味的优势发挥出来。目前，已建成数字农业工厂 4

家、数字化种养基地 5家。同时，全面开展新农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宣传，

提高土特产的生产效率。秀洲区已获评省特色产业农业“机器换人”高质量发

展先行县。 

二是聚焦品牌化，树立好声誉。立足本地资源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大力发

挥“绿秀洲”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引领作用，推动土特产朝着规模化、标准化、

品牌化方向发展。目前，目前全区共有品牌农产品 56 个，授权准入 “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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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品牌 40 家。同时，积极打造农旅品牌，注重开发农业休闲观光、生态旅游

等。土特产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通过提升农旅热度间接带动土特产业。目

前全区培育三星级农家乐 11 家、四星级 1家，休闲观光农业基地 47 家。 

三是聚焦产业链，创造好效益。通过延长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

链，建成产业集群，让农民从土特产全产业链各环节分享更多增值收益。以味

德丰为例，在丽水龙泉、四川屏山等地理环境优越山区开展定点养殖大白鹅，

年出栏 30万羽以上，白鹅产业年产值达到 1亿元以上。同时，陆续在上海、杭

州、苏州、湖州等地区开设门店 114 家，每天营业额 68 万元，每年纳税 1200

万元，解决就业 380 人。 

 

 

案例来源：秀洲区农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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