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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市实施农业“四四六六”工程
建设宜业宜居和美乡村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市委“做大做强农业四大

板块”战略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路径、凝聚合力，全面

加速永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行动方

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全面

落实中央、省委、运城市委和永济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实施“四四六六”工程为路径，着力

破解农业“有实无名、名实不符”问题，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推

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全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建设宜业

宜居和美乡村。

二、工作原则

坚持“经营农业”理念。树立市场思维，站在经营者的角度，

对全市农村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文景点、优势产业、民俗村貌等

特色资源进行全面梳理盘点，用市场化的手段吸引人流、物流、

资金流向乡村集聚，用专业化的手段进行整合经营，着力将农村

地区的生态环境优势、产业优势、人文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

展优势。



用好“农业+企业”路径。立足“优质小麦、畜牧养殖、水

产养殖、经济林”等特色资源，以乡村为基本单元，全力招引、

培育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强链延链补链、联农带农益农

的强大辐射带动作用，打通永济农业与全国大市场的双向循环，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产业根基。

推动“一二三产”融合。以农业为基本依托，推动农村资源

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因地制宜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餐饮

观光旅游、康体养生等特色产业，推动一二三产全面融合发展，

集聚人气、引来财气，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

实现“五化”农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将农业生产与工业化经营相结合，通过协商、合作、

联营等方式，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产业链，实现全市农业的规模

化、市场化、工业化、数智化、品牌化。

三、实施农业“四四六六”工程

坚持以四大板块为龙头，以四大园区为载体，以六大美丽产

业循环圈为示范，以六大战役为抓手，构建全市现代农业发展新

格局。具体为：

（一）“四”：打造农业四大板块。

一是优质小麦板块。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跟着“厨房

调结构”，加快建设小麦良种繁育基地，推广优质专用小麦单一

品种规模化种植，扎实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孵化园建设，进



一步深化面粉精细加工，扶持面粉加工及面食调味品企业做大做

强，叫响“永济牛肉饺子”“永济扯面”特色品牌，推动小麦从

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到 2025 年，积极争创省级

制种基地县、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国家级制

种大县，全市优质专用小麦面积由现在的 7 万亩增长到 20 万亩，

面粉加工能力由现在的 10 万吨增长到 20 万吨、产值由现在的 4

亿元增长到 8 亿元，面食系列调味品加工能力由现在的 1.8 万吨

增长到 3.5 万吨、产值由现在的 5 亿元增长到 10 亿元。

二是畜牧养殖板块。以长荣、牧原、大象、超人等龙头为引

领，以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为抓手，引导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

深化产品加工，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到 2025 年，积极争创

国家生猪调出大县，全市生猪育种能力由现在的 3 万头增长到 6

万头，晋南黄牛育种能力由现在的 100 头增长到 3000 头，肉鸡

孵化能力由现在的 3500 万只增长到 7000 万只，奶牛育种能力由

现在的 800 头增长到 1500 头；全市年生猪出栏量由现在的 70 万

头增长到 100 万头、肉鸡出栏量由现在的 500 万只增长到 1000

万只、肉牛出栏量由现在的 2000 头增长到 1 万头，肉蛋奶总产

由现在的 8 万吨增长到 12 万吨，畜牧业总产值由现在的 30 亿元

增长到 60 亿元，将我市打造成全省养殖业产业化发展的领头羊。

三是水产养殖板块。以永济海景洲、永济硕成、水产良种站

为依托，扩大南美白对虾、鲈鱼等特优品种育种规模，全面推广

工厂化、设施化养殖新技术和莲鱼混养新模式，依托智慧水产冷



链物流园，加快推动渔文旅融合发展，把永济建设成为全省最大

的育苗基地和黄河中游地区最大的“河鲜交易市场”。到 2025

年，全市年提供鱼苗数量由现在的 0.5 亿尾增长到 1 亿尾、虾苗

数量由现在的 0.5 亿尾增长到 1 亿尾，水产养殖面积由现在的

1.04 万亩增长到 2 万亩（其中南美白对虾 4000 亩、鲈鱼 1000

亩、稻蟹（莲鱼）混养 1 万亩），水产产值由现在的 2.9 亿元增

到 6 亿元，年河鲜产品销售量达到 15 万吨、销售额达到 30 亿元。

四是经济林板块。以提质增效为抓手，积极争创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依托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孵化园，强化招商引资，支

持开展绿色、有机等认证，大力宣传“永济葡萄”“永济冬枣”

等特色品牌，畅通销售渠道，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到

2025 年，积极争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市设施干鲜果面积

由现在的 12 万亩增长到 15 万亩、产值由现在的 28 亿元增长到

39 亿元，蔬菜面积由现在的 5.6 万亩增长到 6.2 万亩、产值由

现在的 3 亿元增长到 4 亿元，中药材面积由现在的 1 万亩增长到

2.5 万亩、产值由现在的 1 亿元增长到 2.5 亿元，果菜加工能力

由现在的 18 万吨增长到 30 万吨、产值由现在的 10 亿元增长到

16 亿元，中药材加工能力由现在的 1 万吨增长到 2.5 万吨、产

值由现在的 1 亿元增长到 2.5 亿元。

（二）“四”：建设四大园区。

一是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小麦和生猪为主导产业，坚

持“特优战略，质量引领，农食融合，品牌赋能”的高质量发展



思路，探索“小麦+生猪”循环种养模式，集聚政策、资金、土

地、人才等资源要素，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促进小麦和生猪

产业全面高质量发展，力争到 2024 年成功申报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

二是农产品精深加工孵化园。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孵化园，

积极招引培育“链主”企业，大力发展果蔬、面食调味品、肉制

品、永济饺子等十大精深加工产业，吸引更多实力雄厚、带动力

强的农业龙头企业落地园区，进一步提升特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

值，全面提高永济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力争到

2023 年底初步建成运营，入驻企业 7 家。

三是智慧水产冷链物流园。整合渔业发展资源，高标准打造

集种苗、饲料、养殖、观光、餐饮、加工、流通等于一体的智慧

水产冷链物流园，力争到 2023 年底初步建成运营。要通过智慧

水产冷链物流园，让我市优质水产顺畅运出去，卖出好价钱，不

断扩大我市渔业品牌知名度，将永济打造成黄河中游地区最大的

“河鲜交易市场”。

四是同福大健康食品产业园。加快推动“同福集团大健康食

品城”项目落地建设，充分依托同福集团全国布点优势、全产业

链辐射带动作用，着力在中央厨房、预制菜和面食产品研发上下

功夫，强力推动永济农副产品与全国大市场有效对接，助推农业

转型升级。

（三）“六”：构筑六大美丽产业循环圈。



一是全市种养加综合农业循环圈。以打造卿头省级特色专业

镇为牵引，以克伦生葡萄、大象肉鸡、牧原生猪和董村面粉等为

依托，以卿头镇卿头村、三娄寺村、千户营村等村的美丽乡村建

设为重点，打造全市种养加综合农业循环圈。

二是华北地区盐碱地高效农业循环圈。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重要讲话精神，

以开张、城北为主，以格林鲜丰冬枣、硕成和霁洲海虾等为依托，

以开张镇普乐头村、黄旗营村，城北街道赵柏村、晓朝村等村的

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打造华北地区盐碱地高效农业循环圈。

三是晋南麦乡优质农业循环圈。以栲栳为主，以农产品精深

加工孵化园、乡村 e 镇、小麦良种场、优质小麦种植基地、农业

全托管模式等为依托，以栲栳镇栲栳村、正阳村、过远村等村的

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打造晋南麦乡优质农业循环圈。

四是全国领先核心育种特色农业循环圈。以张营为主，以长

荣种猪、长荣智慧农场、长荣嘉吉全球研发中心等为依托，以张

营镇舜帝村、黄龙村、陶城村等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打造

全国领先的核心育种特色农业循环圈。

五是山西鱼米之乡生态农业循环圈。以蒲州、韩阳、栲栳、

张营为主，以智慧水产物流园、海大渔业、莲鱼混养、万亩经济

林、万亩水稻、尊村引黄一级站等为依托，以蒲州镇鹿峪村、杨

马村，韩阳镇韩阳村、祁家村，栲栳镇龙行村、张营镇尊村等村

的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打造山西鱼米之乡生态农业循环圈。



六是运城沿中条山农文旅融合休闲农业循环圈。以虞乡、城

东、城西、蒲州、韩阳为主，以五老峰 5A 创建、凡谷归真、柿

子文化产业园、山村民宿、百姓农家乐等为依托，以虞乡五老峰

村、坦朝村、南梯村，城东街道郭李村、侯孟村，城西街道介峪

口村、西姚温村，韩阳镇栖岩村、竹林村等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为

重点，打造运城沿中条山农文旅融合休闲农业循环圈。

（四）“六”：打好六大战役。

一是打好种业攻坚战。围绕“小麦+水产+生猪+黄牛”等种

质资源，以董村农场、长荣、海大等为依托，扎实推进省级小麦

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长荣嘉吉全球动物营养研发实验中心、土著

鱼类繁育保护等项目，积极争取省级制种基地县和国家级制种大

县创建项目，不断提高良种培育水平，扩大繁育规模，着力将我

市打造为立足山西、辐射华北乃至全国的良种繁育基地和良种扩

繁场。

二是打好精深加工战。围绕“优质小麦+畜牧养殖+水产养殖

+果菜药”四大板块，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增加农业产业附加值，

提高农副产品抗市场风险能力，打造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

“一条龙”产业全链。扎实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孵化园建设，

支持鑫麦康、董村农场等面粉加工企业技术改造、扩大产能，延

伸面粉及面食精深加工链条。围绕膳食产品、快餐食品、方便休

闲食品、预制菜等领域，鼓励现有龙头企业拓展新领域、开发新

产品，延伸畜禽产品深加工链条。以西开张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



智慧水产冷链物流园等为依托，调优渔业养殖结构，推动渔旅深

度融合，延伸水产养殖全产业链条。积极招引果菜药加工企业，

全力争取省级药茶项目支持，不断提升果菜、中药材及药茶加工

能力，延伸果菜药精深加工链条。

三是打好流通联接战。围绕“乡村 e 镇+集散地”，做大做

强做成规模，高效汇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探索线上

线下、产地直销等多种途径销售农产品，提高永济农产品与全国

大市场的联接和融通能力，实现线上销售裂变式增加，线下市场

集聚式扩张，仓储物流循环畅通，真正让“好产品”卖出“好价

钱”。

四是打好品牌重塑战。围绕“区域公用品牌+优秀企业品牌+

优质产品品牌”，编好《永济市现代农业品牌发展规划》，推进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三品一标”认证，建立品牌管理制度、准

入机制和监管办法，统一标准、一体营销、全程追溯，全力打造

“永济上品”品牌矩阵。挖掘永济农业的品牌故事，推进文化元

素与农业品牌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打造农产品特有

IP，构建品牌灵魂，丰富品牌内涵。强化品牌宣传推介，广泛开

展营销推介活动，办好葡萄文化节、冬枣文化节、荷花节等节庆

活动，扶持壮大农产品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队伍，多渠道、跨圈

层开展农业品牌推广，全面提升永济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五是打好平台提升战。围绕“园区+公司”，建好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农产品精深加工孵化园、智慧水产冷链物流园、



同福大健康食品产业园，引导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向产地下

沉、向园区集中。通过实力雄厚的智慧化综合管理平台公司，发

挥其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和规模化、市场化、工业化、数智

化、品牌化的综合优势，将永济农业与全国大市场连接起来，实

现域内域外双向循环，带动永济农业整体腾飞。

六是打好招商引资战。围绕“农副产品加工+流通”，以优

惠政策、便捷服务的优良营商环境，通过以业招商、以商招商等

方式，招引国内龙头企业投资我市，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农业

四大板块打造及乡村建设各项工作，助力永济农业做大做强。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统筹协调。在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建

立专项推进机制，研究确定重大问题、重大工程和重大事项，协

调推进相关重点工作。各镇（街道）、各责任单位务必高度重视，

将本《行动方案》与《永济市农业四大板块及乡村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 年）》落实工作有机结合，细化措施、压实责

任，科学制定任务清单、责任清单、落实台账，确保各项工作不

折不扣落实到位。

（二）加强要素保障。根据用地需求，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

展用地，优先安排园区基地建设用地，鼓励将节余的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进行整治利用。要健全财政投入体制，充分发挥惠农政策

和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投资的动力和活

力，汇聚更多“真金白银”投入到农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各项



事业中。

（三）严格督查考核。市政府督查室要把本《行动方案》落

实工作作为督查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和成效导向，定期对农业“四

四六六”工程实施情况进行督查，既督整改、督进度、督成效，

也查认识、查责任、查落实，真正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四）及时宣传引导。深入宣传乡村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新进

展、新成效，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不断凝聚发展共识，形成全市上下支持宜业宜居和美乡村建设的

良好氛围，切实推动永济农业强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本文件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读。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秘书处，市政协秘书处。

永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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