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临夏市 2023 年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市直各相关单位：

现将《临夏市 2023 年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临夏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4 日

临市府办便发〔2023〕24号

临夏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用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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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市 2023 年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临夏市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及州、市相关要

求，加快补齐全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短板，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全力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攻坚战，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

布局，发展“高精尖”现代农业，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目标

按照市委打造“一城、四区、一基地”目标和培育三大百亿

级产业、融入两大百亿级产业的战略思想，在保证年度粮食安全

任务的前提下，以“打造魅力花都、建设公园城市”为指引，以

加快构建以乡村振兴“五大园区”建设为统揽，花卉、西瓜、树

莓、牛羊“四大产业”为主导，“五小”产业为补充的乡村产业

体系。从而使全市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产业链条更加完

整，功能更加多样，业态更加丰富，利益联结更加稳定，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序构建，形成“大龙头、大

产业、大园区、大品牌、大融合”系统支撑的农业产业化新格局。

2023 年计划种植玉米 11000 亩，马铃薯 240 亩，食用菌 250 亩，

油料 1500 亩，蔬菜 1000 亩（包括复种），计划扩种树莓 500 亩，

达到 1500 亩，稳定种植高原西瓜 3200 亩，中药材 700 亩，牡丹、

芍药 6000 亩（包括牡丹长廊）。

http://www.69cy.net/tag/%e4%ba%a7%e4%b8%9a%e9%93%be
http://www.69cy.net/tag/%e4%ba%a7%e4%b8%9a%e8%9e%8d%e5%90%88
http://www.69cy.net/tag/%e7%8e%b0%e4%bb%a3%e5%86%9c%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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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布局和重点项目

（一）种植业方面

折桥镇以“休闲康养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建设为重点，

打造以数字智慧农业、休闲体验农业建设为重点的特色种植园

区，积极申报国家、省级农业现代化产业园。一是积极动员种植

主体继续流转土地，在现有 2054 亩西瓜种植拱棚内进行倒茬种

植果蔬等其他高产值农作物；二是积极拓展大庄村树莓种植基地

规模，动员临夏市山河农业科技发展公司扩大露天树莓种植面积,

达到 1000 亩；三是通过各类项目资金渠道，对大庄村日光温室

种植基地进行数字化、智慧化提升改造，种植食用菌、设施蔬菜

和温室花卉，新建 10 栋日光温室；四是种植玉米 1700 亩，种植

油料 200 亩；五是种植露天高原夏菜 700 亩；六是在慈王村种植

羊肚菌、平菇等食用菌 250 亩；七是种植牡丹、芍药 90 亩。

枹罕镇以“牡丹文化产业园”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整合王坪、

江牌、拜家、青寺村牡丹、芍药种植资源，积极打造鲜花港玫瑰

鲜切花基地和牡丹种植资源圃建设，完成牡丹科技园建设并投入

运行，打造魅力花都重要支撑园区。一是稳定在“牡丹文化产业

园”区域内的王坪、江牌、青寺、拜家村牡丹、芍药种植面积

3100 余亩，全市花卉种植总面积保持 6000 亩以上；二是稳定街

子村、马家庄村 3200 亩西瓜种植面积；三是稳定种植树莓 500

亩；四是种植玉米 7000 亩，种植马铃薯 200 亩，种植油料 1000



4

亩；五是动员农户种植娃娃菜、菜心、红心萝卜、西蓝花等高原

夏菜 200 亩。

南龙镇以“休闲静谧园林化的凤凰山主题游乐园”建设为重

点，配合景区建设，发展牡丹、芍药以及特色花卉种植和金银花

等中药材种植。一是稳定高邓家、单子庄、尕杨家、南川、王闵

家等村金银花种植面积 700 亩；二是在游乐园景区内继续配套种

植牡丹、芍药，达到 600 亩，种植马鞭草、非洲菊等特色花卉

1000 亩；三是种植玉米 2000 亩，种植马铃薯 40 亩，种植油料

300 亩；四是种植高原夏菜 100 亩；五是充分利用沿山坡地和林

下地块，种植苦豆、柴胡、藜麦等小杂粮和中药材。

城郊镇以“花卉产业园”建设为重点，积极打造特色亮点鲜

明的现代花卉园区，承接和配套全市花卉种植产业。以新建的临

夏市花卉交易市场为依托，进一步拓展花卉销售渠道，强化市场

管理，引进培育名优特花卉新品种，辐射带动周边镇村，大力发

展牡丹、月季、大丽花及各类盆景花卉种植，利用狭小土地资源

提升产值，计划种植各类花卉 150 亩，同时兼顾粮食安全任务，

种植玉米 300 亩。

（二）畜牧业方面

以“牛羊文化产业园”建设为重点，依托畜牧养殖加工企业

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培育壮大畜牧产业，续建省级农业现代产业

园（牛、羊），积极申报国家级农业现代化产业园；2023 年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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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规模分别达到：牛存栏达到 1.4 万头、牛出栏达到 1.8 万头；

羊存栏达到 4 万只、羊出栏达到 4.7 万只；猪存栏 0.8 万头、猪

出栏 0.9 万头；鸡存栏 4.6 万只，鸡出栏 5.7 万只。完成肉牛冻

配改良 0.3 万头，鲜草实际青贮量 1 万吨，干草总产量达到 0.34

万吨。将枹罕镇打造为千头能繁母牛养殖示范乡镇，将枹罕镇铜

匠庄村打造为千只能繁母羊养殖示范村。

二、奖补措施及标准

（一）支持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种养殖业

1.积极推进特色种植上规模。（1）油料作物种植。农户或经

营主体种植油料作物 1 亩以上，每亩奖补 0.1 万元，当年只享受

一次奖补。（2）树莓、蓝莓种植：农户或经营主体集中连片新种

植树莓、蓝莓 5 亩以上，每亩奖补 0.1 万元。（3）中药材种植：

农户或经营主体集中连片新种植金银花、黄芪、柴胡等中药材 5

亩以上，每亩奖补 0.1 万元。（4）高原夏菜种植：农户或经营主

体种植高原夏菜 0.5 亩以上，每亩奖补 0.1 万元，当年只享受一

次奖补。（5）藜麦种植：农户或经营主体种植藜麦 1 亩以上，每

亩奖补 0.1 万元，当年只享受一次奖补。（6）特色造景花卉种植：

农户或经营主体种植特色造景花卉1亩以上，每亩奖补0.1万元。

（7）食用菌种植：农户或经营主体种植食用菌，菌棒数 4000

个以上的，每个菌棒奖补 1 元；平地生产的每亩奖补 0.4 万元，

占地不低于 0.5 亩。（8）低效苗木移除：农户或经营主体移除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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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苗木种植粮食作物，每亩按品种奖补 0.15 万元-0.2 万元。（9）

日光温室新建或改建提升：按标准新建的高效日光温室 1 座，奖

补 5 万元；改建提升的日光温室以验收方案进行奖补。（标准：

选址合理、证照齐全、每座温室占地面积 1 亩以上，根据高效日

光温室修建标准进行新建及改建提升。）（10）土地流转：农户或

经营主体集中流转土地 10 亩且 3 年以上，用于发展产业，每亩

每年奖补 0.08 万元，连补三年。

2.加快畜牧产业转型升级。（1）能繁母牛：对饲养适龄能繁

母牛 1 头（含）以上的农户或经营主体进行奖补，适龄能繁母牛

指达到生殖年龄而专门留作繁殖用的母牛，指 12 月龄以上 6 周

岁以内的繁殖用母牛，每头奖补 0.05 万元（以防疫数为准，不

包括牦牛）。（2）能繁母羊：对饲养适龄能繁羊 5 只（含）以上

的农户或经营主体进行奖补，适龄能繁母羊指达到生殖年龄而专

门留作繁殖用的母羊，一般指 6 月龄以上 3 三周岁以内的繁殖用

母羊，每只奖补 0.01 万元（以防疫数为准，不包括藏系羊）。（3）

能繁母猪：对饲养适龄能繁母猪 2 头（含）以上的农户或经营主

体进行奖补，适龄母猪指达到生殖年龄而专门留作繁殖用的母

猪，一般指 8 月龄以上 4 周岁以内的繁殖用母猪，每头奖补 0.02

万元(以防疫数为准)。（4）能繁母畜引进：对引进能繁母牛 5

头（含）、能繁母羊 20 只（含）、能繁母猪 10 头（含）以上的农

户或经营主体进行奖补，按照引进费用 50%进行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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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培育壮大市场经营主体

1.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定为县级的奖补 5 元，认定为州

级的奖补 10 万元，认定为省级的奖补 15 万元，认定为国家级的

奖补 30 万。2.合作社：新认定一个市级示范社，奖补 3 万元；

新认定一个州级示范社，奖补 5 万元；新认定一个省级示范社，

奖补 8 万元；新认定一个国家级示范社，奖补 10 万元。3.家庭

农场：新认定一个市级家庭农场，奖补 0.5 万元；新认定一个州

级家庭农场，奖补 1 万元；新认定一个省级家庭农场，奖补 2 万

元。

（四）支持不断延伸充实产业链条

1.五小产业方面：对全市脱贫户（包括新认定边缘户）中新

发展小家禽、小手工、小作坊、小庭院的进行奖补，上限不得超

过 5000 元/户。（1）小家禽，补贴标准为鸡、肉鸽、兔、鹌鹑养

殖规模在 50 只以上，按 10 元/只补贴，上限 500 只；（2）蜂养

殖，规模 2 箱以上，需提供 6 个月交易流水，按 0.02 万元/箱补

贴；（3）小手工，补贴标准为脱贫户自己掌握并熟练操作的技能，

常年进行加工生产并稳定交易，半年销售额在 0.3 万元以上，并

提供 6 个月交易流水，补贴 0.2 万元；（4）小作坊，补贴标准为

有固定加工场地、加工设备，经营 6 个月以上且半年销售额在

0.3 万元以上，补贴 0.2 万元；（5）园艺盆景，种植观赏高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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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盆景花卉 50 盆以上，并提供 6 个月交易流水，按 20 元/盆进

行补贴。

2.农业产业园区优惠政策方面：（1）认定为县级产业园区的

奖补 5 万元。（2）认定为州级产业园区的奖补 10 万元。（3）认

定为省级产业园区的奖补 15 万元。（4）认定为国家级产业园区

的奖补 20 万元。

（五）支持做好农特产品品牌创建

1.新认定一家“甘味”农产品企业商标品牌，奖补 1 万元。

2.新认证绿色产品，奖补 2 万元/个。3.新认证有机农产品，奖

补 10 万元/个。4.新认证农产品地理标志，奖补 15 万元/个。

三、奖补范围、方式及程序

（一）奖补范围

全市农户或在临夏市注册开户，从事农业产业的农业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

（二）奖补方式

依据公开公正、鼓励引导、扶持壮大的原则，采取“以奖代

补、先建后补”的方式，对全市农业产业发展项目进行奖补，同

一主体相同地块不重复享受奖补。各奖励奖补对象为农户或者合

作社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各经营主体只能享受一次奖励奖补政

策，不能重复享受。

（三）奖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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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农户或经营主体将项目内容申报至村镇—由镇政府审

核后申报至市直相关单位。

审核：由市直相关单位依据实施方案和全市总体工作部署对

申报的奖补项目进行审核，对符合奖补条件的项目向镇政府批

复。

验收：项目完成后，由镇政府对辖区内农户或经营主体完成

项目分村进行初验，完成后统一向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提出验收申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和人

员，逐村对村内经营主体和农户奖补项目进行市级抽验。建设、

采购、认证类项目，由市级全覆盖验收。

公示：各村对市级验收结果进行分村公示。

兑付：市直相关单位和镇村对奖补对象资料进行梳理审核，

无异议后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兑付奖补资金。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深刻认识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

重要意义，把发展农业产业化作为我市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全局

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形成部门分工负责、协作配合、各司其

职、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确保各项扶持措施落地见效。

（二）强化政策宣传。四镇及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

手段，全方位、多渠道宣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政策，送政

策下基层、进园区、到企业，让企业、群众等各类群体知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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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内容、申报条件、申报程序及申报渠道。

（三）强化督查考核。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两办督查

室要加大经常性督促检查，通过调研指导、观摩交流、抽查暗访

等方式，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细。

本方案中所列奖补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如有若干类同奖

补措施、以此奖补措施为主。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临夏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2月 14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