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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动态 

【政策】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

补贴政策的通知 

中央财政从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中安排资金，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对报废老旧农机

给予适当补助。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

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YJXHGLS/202406/t20240625_6457801.htm 

 

【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的通

知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围绕居民吃穿住用行等传统消费和服务消费，培育一批带动性广、显示度高的

消费新场景，推广一批特色鲜明、市场引领突出的典型案例，支持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

好的消费端领军企业加快发展，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不断激发消费

市场活力和企业潜能。  

来源： 

详情查看：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406/t20240624_1391289.html 

 

【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农业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 

本办法适用于农业项目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的申报、审核、下达和监管等，贯彻投资项目全

生命周期管理要求，坚持项目实施和监督管理责任相统一，建立健全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

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压实项目单位(法人)投资项目和投资计划执行的日常管理主体责任，以

及日常监管责任单位投资项目建设实施日常监管和投资计划执行的直接责任。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详情查看：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406/t20240613_1386859.html 

 

【政策】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告（第 30号） 

根据《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收集登录规范》要求，阜平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等单位申请

的“阜平香梨”等 408个产品，经地市级、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优质化业务

技术工作机构审核，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简称“部农安中心”）组织专家技术

评审确认，并在部农安中心官网公示，符合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登录要求，纳入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详见附件）。现予以公布，并核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来源：农业农村部质量安全中心 

详情查看：http://www.aqsc.agri.cn/tzgg/202404/t20240422_440301.htm 

 

【政策】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工作的通知 

2024 年,在前两年重点培育品类基础上,综合产业规模、品牌基础、市场消费和国内外影响

力等因素,重点培育 32个品类的区域公用品牌,包括粮油(大豆、木薯、燕麦、绿豆、红小豆、

油菜籽)、果品(柿子、菠萝、香蕉、枣、山楂、龙眼)、蔬菜(黄瓜、芥菜、芦笋、芹菜、胡

萝卜、冬瓜)、畜禽(肉牛、肉羊、鸡、鸭、鹅、牦牛、驴、鹿)、水产(鱼,侧重于鲤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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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鱼;甲壳,侧重于蟹;贝,侧重于牡蛎;藻)、中药材(天麻、枸杞),及其他在国内外市场具有

较强竞争优势的品类。 

来源：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CYJJXXS/202405/t20240531_6456442.htm 

 

【政策】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云南省商务

厅关于印发 《关于新发展格局下打造物流强省发展枢纽经济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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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详情查看：https://yndrc.yn.gov.cn/html/2024/qitawenjian_0529/16716.html 

 

【资讯】50吨高原蔬菜“飞”进川渝市场 

今年以来，云南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持续巩固“云菜入渝”“云菜入川”货运改革新路子，近

期将 50吨高原蔬菜运输至川渝市场，架起市场与农户之间的沟通桥梁，搭建了农贸市场与

农户双赢合作关系。 

近年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蔬菜备受消费者青睐，但受物流条件限制，各类

高原蔬菜只能在当地销售。了解到蔬菜滞销情况后，迪庆香格里拉机场主动作为，与重庆双

福国际农贸城达成合作意向，阶段性输出迪庆产出的青笋、豆尖等高原蔬菜。找到销路后，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与香格里拉市周边村（镇）的蔬菜种植户就航班执行信息、蔬菜市场行情

以及下雨天气如何装运等进行协商，最终达成合作意向，并于近期完成 50吨蔬菜的运输工

作。 

来源：农业农村部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xw/qg/202406/t20240625_6457791.htm 

 

【资讯】全国 300余个蔬菜新品种“亮相”重庆潼南 

近日，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西南片区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现场观摩与培训会在潼南区举

行。在太安镇罐坝村的蔬菜基地，384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优新品种集中“亮相”，接受

专家品评。统计，去年重庆蔬菜产业生产面积达到 1287万亩、产量 2388万吨，同比分别增

长 2.1%、3.9%。其中，在传统淡季 4月、9月产量也分别保持同比 6.4%、11.3%的较快增长

速度，“两淡”问题基本消除。 

来源：农业农村部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xw/qg/202406/t20240624_6457656.htm 

 

【资讯】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这里的高山蔬菜“高”在哪？ 

虽已是盛夏，宝鸡市太白县却依然凉爽宜人。太白县是陕西省海拔最高的县城，境内海拔最

高 3767米，最低 740米。太白县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海拔 1550米，属于半湿

润大陆性季风气候。绝佳的生态优势让这里产出的高山蔬菜叶片厚、含水量大、口感脆美。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科技水平也是一“高”。科技的加持让太白高山蔬菜成为百

姓餐桌上的“放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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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由太白县绿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目前，基地已实现农业智慧化建设全覆盖。如

今，我们在手机 App 管理控制系统中轻轻一点，就能轻松完成补光、滴灌、施肥。无需‘埋

头种菜’，只要‘看图管地’。”公司董事长艾科平说，目前，基地每年直供粤港澳大湾区

的高山蔬菜有 1800吨，产值 840多万元。 

来源：新华社 

详情查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2815884104767125&wfr=spider&for=pc 

 

【资讯】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露地蔬菜创新团队岗政企对接，助力玉田包尖白菜高

质量发展 

6 月 17 日，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露地蔬菜创新团队冀东特优蔬菜综合提升岗位专

家、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武春成及团队成员，前往唐山市玉田县泽惠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

高品质春茬包尖白菜生产技术指导，并确定春茬玉田包尖白菜采收质量标准。 

据基地负责人李瑞海介绍，今年春茬包尖白菜 3月 2日育苗，4月 10日定植，6月 16日陆

续开始采收。主要品种为绿笋宝(H2013)和红笋宝 1号(H2003)两个早熟品种。绿笋宝生长期

65 天左右，其叶球上部绿色，叶球内叶浅黄色，平均净球重 0.7 公斤；红笋宝 1 号生长期

70 天左右叶球上部绿色，叶球内叶橙色，见光后呈橘红心，色泽鲜艳，平均净球重 1.2 公

斤。目前采收的白菜供不应求，主要通过玉田供京蔬菜品牌销售渠道，精细包装后在北京市、

唐山市的大型超市进行销售，品牌效益和产品质量得到了消费者认可，种植效益远远高于普

通白菜，发展前景可观。 

来源：农业农村部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xw/qg/202406/t20240626_6457817.htm 

 

【资讯】2024年云南宾川果品大会启动 

6月 25日，以“游天下鸡足名山·品世界一流水果”为主题的 2024年宾川果品大会在云南

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生活广场启动。活动旨在进一步提高宾川果品知名度，让宾川优质

果品走向世界，提升“世界一流水果之乡”美誉度。宾川县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南岸，独特

的地理气候造就了“葡萄求早、柑桔求晚”的产区优势，让宾川成为了全国县级规模中的早

熟鲜食葡萄生产基地和晚熟柑桔优势产区，被誉为“高原葡萄城、南国吐鲁番”和中国水果

之乡。据了解，截至 2023 年末，宾川县优质水果种植面积达 37万亩，年产值 86亿元；拥

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 户、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6 个；培育了嫁接

工、修果工、装果工等各类“果业新农人”7万余人；“宾果儿”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不断

扩大，果蔬产品出口额连续 5年领跑全州。目前，水果产业已成为宾川的主导产业。（卢焱 

吴松江 温昌盛） 

来源：云南网 

详情查看：https://m.yunnan.cn/system/2024/06/27/033118872.shtml 

 

【资讯】进口水果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中国进口水果产业近些年的变化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增加。

随着中国消费者饮食结构变化，健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果品消费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进口

水果的消费需求也稳步增长。二是果品品种数量增多，品质不断升级。除香蕉、猕猴桃、柑

橘、苹果等传统的进口水果外，近年来榴莲、大樱桃、蓝莓、啤梨等国外特色水果也开始进

入中国市场。这些新品种、高品质的进口水果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三是供应链日

趋完善。随着物流技术进步，进口水果的供应链体系不断完善和成熟。从原产地到终端销售，

供应链、物流、金融等企业形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供应链网络，为进口水果的快速运输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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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提供了保障。四是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使得电子商务成为进口水

果行业的重要渠道之一。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口水果能够更加便捷地进入消费者家庭。 

来源：深圳新闻网 

详情查看：https://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24-06/25/content_31039339.htm 

 

【资讯】时令鲜果正飘香 “果盘子”催生夏日活力 

近年来，各地充分重视水果产业发展，结合当地特色，积极发展经果林产业，释放乡村经济

活力，助推乡村振兴。 

依托亚热带河谷温热的气候特点，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发耳镇大力发展精品水果产业，建

立 5000多亩杨梅种植基地，不少游客也“闻梅”而至，前来体验采摘之乐，品尝才下枝头

的鲜味。 

来源：人民网 

详情查看：http://world.newssc.org/system/20240626/001458461.html 

 

【技术】广西一项芒果保鲜与加工创新应用成果助力产业掘金 

广西芒果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国前列，是我区重点打造的特色优势产业之一。然而，采后

物流保鲜与加工问题日益凸显，曾严重影响芒果保鲜加工品质，制约产业发展。 

针对上述瓶颈，广西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所的李丽研究员带领团队躬耕芒果产区和生产一

线，历时 11年，牵头完成“芒果保鲜与加工品质提升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有效破

解这一难题。 

这一成果获评 2022年度广西科技进步一等奖，如今已在广西、广东、北京等地的 38 家单位

示范推广，建立芒果保鲜与加工产业化示范生产线 18条，近 3 年间接带动 10万多户农民参

与芒果种植，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 38.15亿元。 

来源：农业农村部 

详情查看：http://www.moa.gov.cn/xw/qg/202406/t20240626_64578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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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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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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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此处查看更多蔬菜价格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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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观察 

栖霞市“三链同构”助推苹果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栖霞市聚焦栖霞苹果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各级财政资金 6000

余万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3亿元，支持栖霞市

做大做强大苹果特色产业。通过苹果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

生产，对苹果产业进行全产业链谋划，实现“三链同构”全力发展关联配套产

业，真正把“栖霞苹果”打造成为引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让苹果

映红乡村振兴路，挑起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金扁担”。 

夯实种植链，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构建良种“繁育推”体系，先后建立了

4处苹果优质苗木繁育基地，组织快繁脱毒抗重茬苹果矮化自根砧苗木，年可

生产脱毒苗木 350 万株。与中国农科院、山东农科院合作，布局建设 200 亩

“苹果多品种集成创新示范园”，引进试验苹果新优品种品系 56 个，新建果园

良种普及率达到 95%以上。提升老龄果园产能，认真落实烟台苹果转型升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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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动计划，按照伐老建新、“三改三减”等路径，因地制宜推进老龄果园更

新改造 44 万亩，实现亩产增益 500-1200 元。打造栽培模式样板，依托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创建，成方连片打造建设高质高效现代生态果园，建设“市县

镇”三级示范园 1.35 万余亩。通过示范带动，实现了土壤修复、更新换代、种

植模式、科学管理、品牌打造、销售经营“六统一”。聚焦智慧果园建设，以

苹果生产“精准感知—智能诊断—智能作业”为主线，利用农业智能网联技

术，建成数字化果园 3500 亩，用数字为产业赋能。打造特色果品基地，布局

“一区域一特色”和“一村一品”，建设“雪果”、富硒果、SOD果等特色苹

果基地，“栖霞雪果”在中央新闻联播播出，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新亮点。截

止到目前，栖霞市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700 多个，注册苹果商标 241 个、有机

产品认证 1 个、绿色产品认证 17个，无公害产品认证 9 个，苹果认证基地达到

30 个。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 100 万亩，年生产优质苹果 200 万吨。苹果良种覆

盖率达到 50%；苹果商品化处理率达到 60%以上，苹果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 160

亿元。 

完善技术链，科技支撑产业发展。发挥“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全国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导区”等国字号园区的矩阵效

应，引导科技要素向苹果产业聚集，示范打造现代苹果园区，实现生产、加

工、物流、研发、示范和服务融合发展。加强“政产学研金服用”合作，先后

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省农科院、青岛农业大学、烟台农科院等

20 余所高校院所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率先建成束怀瑞院士工作站，合作共建中

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栖霞苹果产业研究院和青岛农业大学“三院一基地一中

心”。实施“栖聚青春”人才工程，探索开展“百名博士进栖霞”活动，引进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高层次人才 30 余人，实施

各类科技合作项目 80 余项。创新果业技术培训形式，采用新媒体直播和专家现

场指导示范等形式，多次承办了省、市果树行业关键技术培训班，对全市果农

进行系统培训 100 多场次；通过政府搭建的“科技三下乡”平台和每年 100 余

场技术推广讲座，累计培训果农达 25 万余人次。 

拉长“价值链”，增值增效贯穿全链条。打造生态链条全面落实“一控两

减三基本”，无公害苹果生产实现全域覆盖，建设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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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项目，水肥一

体、节水灌溉和绿色防控等覆盖率 80%以上，实现节水 40%左右，节肥 20-

30%，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实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项目 2.5 万亩，开

展酸化土壤改良，有效提升土壤理化性状；利用废弃果枝资源，生产食用菌，

EM 菌发酵有机肥，沼渣沼液推广应用，实现果业经济可循环、可持续。开展生

态种养，实现了“苹果-沼、肥-畜、禽”循环种养，资源化利用率达 100%。打

造文旅链条。擦亮“栖霞苹果”百年金字招牌，“栖霞苹果”入选第五批山东

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大中城市建立烟台栖霞苹果品牌形象体验店 25

家。连续成功举办十九届苹果艺术节，组织企业参加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等

各类展览展销活动，广泛宣传推介栖霞苹果。开发文创作品、影视作品、工艺

美术品、旅游纪念品，推进产业文化与产业经济同步发展，先后拍摄山东卫视

热播电视剧《好雨知时节》《苹果村里的苹果事》等影视作品，展现了浓浓的

栖霞苹果元素。 

 

 

案例来源：烟台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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