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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快推进蔬菜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达市府办发〔2023〕2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达州高新区管委会，达州东部经开区

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为加快推进我市蔬菜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做大做强蔬菜产

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现提

出如下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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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保障城市供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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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以基地建设、质量标准、市场供应、保障

调控为抓手，推动实现蔬菜产业健康稳定发展、产销衔接顺畅、

质量安全可靠、市场波动可控、农民稳定增收、市民安心放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二、主要目标

到 2025年，全市蔬菜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品种更加丰

富、质量更加优良、总量满足需求、外销外调充足。力争全市蔬

菜播种面积达 155万亩以上，蔬菜产量达 350万吨以上，产值突

破 100亿元，其中商品蔬菜达 110万亩以上，产值突破 85亿元。

三、重点任务

（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科学布局“菜篮子”基地，规划建

设“一园两基地三带”。以达川区双庙蔬菜现代农业园区为重点，

发展设施蔬菜和规模化露地蔬菜，建成保障市中心城区万亩蔬菜

供应基地。以各县（市、区，含达州高新区、达州东部经开区）

城镇近郊蔬菜重点基地和加工基地为核心，发展茄果类、豆类、

瓜类、叶菜类等时令蔬菜，建成保障本地供给为主、外销为辅的

蔬菜生产基地。建设以渠县、大竹县、开江县等县辖乡镇为核心

的南大梁高速沿线 15万亩特色商品蔬菜产业带，重点发展黄花、

香椿、藠头、芦笋、沙地萝卜、竹根姜、榨菜、加工型辣椒等地

方特色蔬菜，推广“黄花+秋菜（青菜、榨菜、马铃薯）”“香椿+

秋菜”“藠头+玉米”等复合种植模式。建设以开江稻渔园区产业环

线讲治镇、甘棠镇、任市镇，达州东部经开区亭子镇、麻柳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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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川区万家镇、大树镇等为核心的粮菜复合产业带，重点发展稻

后商品蔬菜基地 10万亩，实行“菜—稻—菜”粮菜复合模式，发

展稻后莴笋、白菜、芥菜、榨菜等蔬菜品种；建设以万源市八台

镇、草坝镇、永宁镇、官渡镇、太平镇、竹峪镇，宣汉县樊哙镇、

南坪镇、老君镇等为核心的高山蔬菜产业带，重点发展反季节豆

类、萝卜、甘蓝、芥菜等高山蔬菜。

（二）建设优质生产基地。对老旧蔬菜基地进行改造提升，

推进“菜篮子”保障基地和外销型商品蔬菜基地建设，完善灌溉排

水、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积极发展设施蔬菜，因地制宜建设蔬

菜大棚、集约化育苗、喷灌滴灌、采后商品化处理等设施，推广

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智能化技术，建设高产稳产、绿色优

质蔬菜供应基地。到 2025 年，力争建成规模化蔬菜基地 7.5 万

亩，其中钢架大棚设施栽培基地 5万亩，创建省星级现代农业园

区 1个、市级蔬菜保供产业园 5个。

（三）提高科技支撑能力。选育、引进、推广一批高产优质

蔬菜新品种，普及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在蔬菜保供园和蔬菜示

范区建设集约化育苗中心，实现冬季茄果类蔬菜集约化育苗。推

广春提早秋延后、喷滴灌、遮阳网等设施栽培新技术新模式，配

套建设蔬菜气象灾害自动监测站。推广嫁接栽培、轻简化栽培及

生物、物理防治病虫草害等技术和水旱轮作、粮菜轮作、果菜套

作、菜菜间作等种植模式。深化与四川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和省

蔬菜创新团队合作，开展芥菜、特早熟芥菜、豇豆、黄花、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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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种选育，开展魔芋新品种高产技术攻关和高效粮经复合模式

试验。到 2025年，力争实现蔬菜良种普及率达 100%，建成省级

现代化育苗中心 1个、县级育苗中心 10个。

（四）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

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经营户”和“园区（基地）+专业合

作社+家庭经营户”等生产模式，完善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家庭经

营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组织化程度。大力扶持农机具配套、

种子、棚膜、生物农药、专用肥、包装箱、育苗盘等产业，降低

蔬菜生产成本。采取资产重组、控股参股、兼并租赁等方式，培

育壮大一批蔬菜产业龙头企业。积极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发展订

单生产，稳定购销关系，带动基地扩张。支持龙头企业延伸蔬菜

产业链条，自建蔬菜基地、开展贮藏加工、完善冷链物流、拓宽

营销网络。大力培育蔬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推动一批蔬菜加工

企业来达投资建厂，加快推动优势蔬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发

展。到 2025年，力争实现蔬菜加工率达 40%以上，培育蔬菜加

工包装龙头企业 10个，培育以蔬菜为主营业务的省级龙头企业

2—3 家，发展 100 个以上蔬菜专业合作社，培育蔬菜营销专业

户、经纪人 1000名以上。引进培育产值上亿元蔬菜龙头企业 1—2

家、外地蔬菜营销商 50个。

（五）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加强蔬菜质量安全管控，持续巩

固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市成效。加大蔬菜集中产区环境

监测、生产投入品控制和产品质量监督检测力度，严格限用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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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投入品监管，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强化蔬菜产品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完善市场、基地检测网络，继续实行蔬菜产地准出、

市场准入制度，健全蔬菜从“田地”到“餐桌”全过程的监控机制和

质量追溯体系。支持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专营区，对“三品一

标”蔬菜挂牌销售。

（六）提高市场流通效率。创新产销对接新形式，重点推进

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农校对接、农贸对接，减少蔬菜流通环节，

降低流通成本，支持社会力量从事蔬菜配送、连锁经营、电子商

务等业务。将蔬菜线上、线下销售经纪人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训范

畴，培育发展一批蔬菜购销经纪人队伍，拓宽销售市场。加大特

色蔬菜直销网点建设，开设直销专区，推进达州本地特色蔬菜直

供直销。到 2025年，建成外销商品蔬菜基地 15万亩，外销蔬菜

总量达 75万吨以上。

（七）实施品牌创建工程。实施双品牌战略，以市级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巴山食荟”为统领，培育发展一批精品蔬菜品牌。

支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建

企业品牌，申报“三品一标”。加强达州特色蔬菜品牌宣传推介，

充分利用菜博会、农博会、西博会等展会平台，提升渠县黄花、

大竹香椿等品牌影响力，推动“达字号”蔬菜产品走出去。

四、保障措施

（八）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蔬菜产业发展，将其

纳入重点工作，建立健全推进蔬菜产业发展的工作机制、落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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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督导考核机制，加强统筹调度，研究解决蔬菜产业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加快蔬菜产业发展。

（九）加大投入力度。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大财政

扶持力度，积极争取中、省财政资金；要聚焦蔬菜育苗大棚、设

施蔬菜生产、水肥一体化设施等关键，用好涉菜资金；要鼓励金

融机构引入担保、贴息、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加大对经营主体

的信贷、融资支持力度。

（十）完善技术服务。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健全蔬菜

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组织开展知识更新培训，做好产前、产中、

产后全方位科技服务，不断提高现有蔬菜生产推广技术人员能力

素质。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6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