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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省“十四五”期间农业农村谋划推进重大工程清单
所属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粮食安
全保障

１

东北平原
粮食安全
产业带建
设工程

依托中部长春、吉林、四平黑土地优势和西部松原、白城粮食生产条件，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中型灌区现代化
改造、产粮大县农机装备能力建设、三北防护林更新改造、现代种业提升等重大工程，加强我省西部荒草地、盐碱地、沼
泽地、滩涂等可开垦后备耕地资源保护和有序开发利用，深入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完善黑土地保护工程措施、技
术措施，打造中西部粮食安全产业带，持续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农产品加工业升级持续加快，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玉米、水稻、大豆、杂粮杂豆等粮食全产业链水平持续提升。培育一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
主体，产粮大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乡村振兴取得新突破。

２
农产品流
通保障工
程

推进生鲜农产品流通收加储运销一体化建设，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着力强化流通链条薄弱环节，特别是“最先一公
里”和“最后一公里”，确保整个链条环环相扣。推进国家和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创建工作，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建设
高标准农产品物流园区和枢纽性、基地性农产品批发集散中心。实施“快递进村”工程，构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发展
社区菜店、生鲜电商前置仓等零售配送终端网点。加快吉林省区域冷链物流枢纽５０万吨冷冻肉交割集散中心建设。

３
数字农业
与科技创
新工程

加快吉林省数字农业云平台建设，搭建起基于空、天、地一体化的全域农业大数据数字化管理平台。推进５Ｇ＋智慧农
业大数据应用建设。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内领先的种植产业、畜牧产业大数据应用平台及在线智慧交易平台。
加强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生产信息同步采集传感装备、作业智能装备、数字化作业管控装置等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
农业装备关键技术攻关。面向无人农场、无人牧场、植物工厂领域，重点围绕农用传感器、光农业装备、北斗导航系统、
农业航空等方向开展科技攻关，推动高技术装备的低成本制造。创新“政银保担”模式，建设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园和农
业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国家和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围绕玉米、水稻、大豆等产业，建设无人农场示范区；围绕肉牛、生
猪、梅花鹿等产业，建设无人牧场示范区；围绕食用菌、中药材、设施园艺等产业，建设工厂化农业示范区。聚焦农业大
数据、农业智能装备等，推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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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黑土地
保护利
用

４
黑土地保
护提升工
程

打造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以整体推进县（市、区）为重点，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载体，以科研和推广单位为
支撑，在县、乡两级建设一批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每个县级基地集中连片面积原则上不少于１０００亩、乡级不
少于２００亩。大力开展秸秆深耕深翻还田。以公主岭市为示范县，辐射双阳、九台、农安、德惠、伊通等县（市、区）大力
推广秸秆深翻还田技术。以松原市宁江区为示范县辐射双辽、长岭、扶余等县（市），大力推广秸秆深翻还田节水灌溉
技术。到２０２５年，创建５个秸秆深耕深翻还田试点县，落实面积５００万亩以上。积极推进秸秆快速发酵腐熟。以榆
树市为示范县，在中东西部各选择２个县（市、区）开展试点示范，辐射带动畜禽养殖区大力推广秸秆堆沤还田技术。

５
黑土区水
土保持工
程

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以小流域为单元，在黑土区内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重点在坡面实施梯田和改垄、荒山荒坡
造林、疏林地封育治理、小型蓄排水、小型拦河坝等工程建设，涵养水源、蓄水保土，改善区域小气候。到２０２５年，全省
治理小流域面积１３００平方公里。全面开展侵蚀沟综合治理。根据各地沟道侵蚀特点，合理布设水土保持措施体系，
保护现有黑土地资源，逐步改善区域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到２０２５年，完成侵蚀沟治理８０平方公里。强化坡耕
地综合治理。重点推行黑土区内坡耕地建设，形成规模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示范区。

６

吉 林 省
“黑 土 粮
仓”科 技
会战工程

与中科院合作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统筹省内外科研教学力量，建设黑土地保护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黑土地相
关的省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东北黑土地研究院等３个科技创新平台。开展黑土地保护相关机理研究、黑土地
耕地质量修复技术攻关、主要农作物突破性新品种选育、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研发等４个领域专项攻关。依托梨树等３
个万亩级核心示范基地和３０个县（市、区）的千亩级辐射示范基地，开展科创技术成果示范推广。分类实施保护性耕
作“梨树模式”、深松深翻示范模式、种养循环模式、土壤侵蚀治理模式、盐碱及酸化土壤治理等五种模式。同时实施农
作物新品种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三大工程。

现代种
业 ７

现代种业
提升工程

提升现代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测试评价和制（繁）种等种业关键环节能力。建立种业创新联盟，做大做强育繁推
一体化企业，重点支持玉米、水稻、大豆良种联合攻关，选育一批“吉系”新品种；大力支持延黄牛等畜禽新品种培育；选
育一批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绿豆、燕麦、人参、食用菌及中草药等新品种；着力提升土著特色鱼类、林蛙等特色品种培
育。支持有条件的种子基地建设种业园区，完善种子晒场、仓库及附属设备、种子质量检验室、农机库房、种子加工车
间等加工及仓储设施。到２０２５年，在优势区域建设高标准种子生产基地３０万亩以上，新增良种标准化综合生产能力

５０００万公斤。每年储备救灾备荒水稻、玉米等作物种子１００万公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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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农业绿
色发展

８
畜禽粪肥
沃土工程

实施畜禽粪肥再造黑土地项目，探索整县推进畜禽粪污综合利用；以就地消纳、能量循环、综合利用为主线，推进“种养
结合、农牧循环”模式，助力全省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在吉林省１２个畜牧大县建设一批区域性粪污处理中心和大
型有机肥生产、沼气生产项目；在扶余市、永吉县、磐石市等县（市）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在长春市、
白城市、四平市等地重点推广“畜禽粪污＋玉米秸秆＋微生物菌剂／蚯蚓养殖／蘑菇种植”模式，建设一批典型模式示范
项目。建立覆盖全省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收储运体系，推进实施畜禽粪肥再造黑土地。到２０２５年，有效遏制黑
土地退化，黑土耕地质量持续提升，黑土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９

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
区建设工
程

积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借鉴通化县、舒兰市、和龙市３个国家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经验，加快培育
一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形成国家级、省级两级先行区体系。支持白山整市创建国家级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

１０
农产品品
牌建设工
程

打造品牌体系。加快培育“标准高、特色强、质量好、品牌响”的吉林省农产品品牌，全面提升农产品基地建设、质量标
准和生产加工水平，构建省内有支撑力、省外有辐射力、国际有影响力的吉林省农业品牌体系。到２０２５年，绿色、有
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总量达到２０００个，区域公用品牌达到１００个、企业品牌２００个、产品品牌３００个。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制定水稻、玉米、大豆、人参、肉牛、奶牛、水产等农产品系列标准，扶持和引导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科技示范户和种养大户率先实行标准化生产。到２０２５年，４０％以上的县（市、区）达到省级或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的标准。

现代农
业 “三
大 体
系”

１１
畜牧业优
质安全提
升工程

突出抓好生猪肉牛等优势产业发展。大力支持生猪肉牛等优势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快速恢复并增加产能。加快
优化猪肉供应链，引导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转移，促进“运猪”向“运肉”转变。推动生猪扶持政策拓展覆盖畜牧业，
支持禽类、牛羊生产。发展壮大特色畜牧业。加快发展特色黑猪等产业，梅花鹿、柞蚕等地方特色品种，加强特色动物
种源保护和繁育，推进建设标准化人工养殖基地。加强对中小养殖场户帮带和技术服务。推进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建设省级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开展全产业链标
准化试点基地建设工作，推广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合理规划屠宰企业布局，优化屠宰产能。严格落实各项综合防
控措施，强化免疫无口蹄疫区运行管理。实施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计划，扩大“无抗养殖”试点示范，推广普及科学养
殖技术，提升全程可追溯能力。

１２

“秸 秆 变
肉”暨 千
万头肉牛
建设工程

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建设承载粮食及副产物转化增值的畜牧大产业，打造全国“大肉库”。加快秸
秆饲料化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秸秆饲料化利用新技术研发推广，建立秸秆饲料化离田和收储运体系，加快推进秸
秆饲料产业化进程。围绕肉牛大县和潜力县，培育打造１００个肉牛养殖强镇、１０００个专业村、１００００个养殖大户。到

２０２５年，全省肉牛养殖规模力争达到１０００万头，其中存栏６００万头、出栏４００万头，全产业链产值２５００亿元，成为全
国重要的优质肉牛生产基地和肉产品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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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１３
优势特色
产业壮大
工程

建设优势特色农林产品生产基地。重点建设优质玉米、水稻、杂粮杂豆、山珍、中药材等生产基地。以整县域为基本单
位，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积极培育产业发展载体，培育农业产业强镇，推进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培育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支持珲春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等产业。支持打造以抚松、集安、通化等县市为重点的吉
林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以蛟河、敦化、汪清、安图等县市为重点的吉林长白山黑木耳产业集群，建设吉林西部杂粮杂
豆特色产业集聚区。推进查干湖生态渔业发展。推进人参、梅花鹿产业向园区化、集群化、全产业链方向发展，加快黑
木耳、蓝莓产业项目建设。打造专业市场。推进长春和地级城市骨干蔬菜批发市场改造升级，支持抚松、通化人参，双
阳、东丰鹿产品，白城、松原杂粮杂豆，蛟河、汪清黑木耳，伊通、榆树畜产品等特色批发市场升级建设，推动专业市场集
群发展。支持区域性标准化瓜菜批发市场项目建设，支持建设集商品展示、贸易洽谈、商品交易、商务会展、冷链物流、
仓储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特色专业市场。

１４

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
游精品工
程

加快田园观光、休闲农庄、采摘篱园、乡村酒店等传统业态升级改造，推动田园艺术景观、阳台农艺等创意农业和具备
旅游功能的定制农业、会展农业、众筹农业等新型业态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展示、居民农事参与、生态旅游观光、农
耕文化感悟、农家生活体验、休闲度假康养等经营模式。利用文物建筑建设乡村文化遗产酒店，打造以休闲农业、抗联
遗址等为主题的文物观光旅游园区。推进朝鲜族农乐舞、查干湖冬捕、朝鲜族百种节、蒙古族那达慕等乡村非遗项目
开发和利用，打造乡村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开展洞沟古墓群、万发拨子遗址等大遗址保护展示和环境整治工程，推进
“吉林印记”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工程，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独特的文化资源。

１５
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
程

按照“夯实基础、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突出重点”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田区内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设施配
套，重点在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科技服务和建后管护等
方面加大建设力度，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等重点
区域，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围绕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谋划储备省级重大农田项目，全面提升改造流域内农业生
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鼓励支持各地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引领高标准农田建设提档升级；依托我省现有重大水利
工程设施，加快省内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现代化节水改造及田间工程建设。同步加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力度，
完善运行管护体制机制，落实运行管护主体责任，确保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效益长久发挥。

１６
全程全面
机械化推
进工程

加快高效、节能、环保、智能型农机装备的推广应用，引领全省农机装备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重点突破玉米机收、水
稻机插秧、高效植保等关键环节，率先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实现玉米、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统筹推进设施农业、畜牧养
殖、农产品加工等全面机械化发展，提升重要环节机械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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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１７
新型经营
主体培育
工程

开展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行动。实施国家和省市县级示范社四级联创，整县推进。规范提升农民合作社，抓好长春市
双阳区、九台区等５个整县试点。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把符合条件的种养大户、专业大户纳入家庭农场范围。到

２０２５年，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保持在４０００家以上。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模式发
展，推广土地托管、土地入股、代耕代种等模式。到２０２５年，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５０％以上，省级示范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达到１００个。

１８

互联网＋
农产品出
村进城工
程

复制推广农产品出村进城“吉林模式”，基本覆盖特色农产品主产县（市、区）和集中县（市、区），深入推进农村电子商务
健康发展，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引领性和带动性的电子商务示范县、镇、村（基地），打通“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
通道。“十四五”期间，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年平均增长１０％。

１９
粮食安全
气象保障
提升工程

完善农业气象综合监测体系。优化地面农业气象观测站网布局，开展农业气象自动化观测升级改造，探索基于影像识
别的作物生育期自动观测技术应用，增加升级区域土壤水分观测设备，建立健全天基－地基相结合的农业气象监测体
系。在粮食主产区针对高标准农田开展植被指数、作物高度、覆盖度、生物量、主要发育期光合作用等要素自动连续观
测。提升农业气象预报预警和服务能力。发展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网格预报等技术应用，完善省市县一体化农
业气象服务业务平台和智慧农业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围绕玉米、水稻等大宗作物和主要特色农作物生产，形成精细化
农业气象服务产品，建立针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精细化服务产品体系。依托白城、榆树和延吉国家级农业气象试验
站，打造省级农业气象分中心。提升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形成满足全省需求的抗旱飞机增雨作业保障能力，加强增雨
飞机作业保障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地面作业站点布局，完成地面固定作业点标准化建设。在重点区域布设Ｘ波
段固态雨量雷达，完善智能化、空地一体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挥系统。建立松花江上游人工影响天气试验示范区。

农产品
加工和
食品产
业

２０
农业加工
园区建设
工程

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农畜产品优势区建立标准化原料基地，打造“第一车间”“原料车间”和“粮
食车间”。提升加工深度，引导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加工技术集成基地和精深加工示范基地，增加精深加工产品种类
和产品附加值，推动加工企业由小变大、加工程度由初变深、加工产品由粗变精，发展特色优势加工。

２１

中 韩 （长
春）国 际
合作示范
区现代农
业产业园
建设工程

依托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打造农业产业化基地、农业企业总部基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开展种业及健康
食品研发，建设农业现代物流体系和跨境贸易服务体系，建成集产、学、研、创、现代物流、跨境贸易为一体的中韩（长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德兴现代农业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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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龙头企业
培育壮大
工程

选择一批主业突出、创新能力强、关联度大、带动性强、销售收入多的重点优势农业企业，通过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加大
研发经费投入、建立研发平台、拓展市场、加强信贷支持、拓展融资渠道、支持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技术标准等手段，实
现企业产能跃升、质量提升，带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２３
农村三次
产业融合
发展工程

加大对各类农业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田园综合体建设支持力度，降低设在县域（镇村）的省
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和符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条件的市级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
园及农村小微企业办电成本。到２０２５年，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达到８０个以上，创建省级农业科技园１０个以上。

乡村建
设行动

２４
“千 村 示
范”建 设
工程

以省会城市、市（州）县（市、区）城区周边及重点镇为中心，以国省干线公路、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活跃等区域为辐射，
对接“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一环双线三带十区多点”格局，以点串线、连线成片打造引领
示范带、示范片区。重点围绕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改善、乡风文明提升等方面开展示范创建，“十四
五”期间滚动创建５０００个左右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示范。

２５
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
工程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在县域层面全面完成村庄布局工作。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农村常住人口向中心村聚集。用好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乡村振兴专项债券等政策，引导村屯集中建居，按照村庄规划统一建设，形成新型农村社区。
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乡镇通三级公路、建制村通双车道公路及自然屯通硬化路，建设一批资源路、产业
路、旅游路。实现县域核心城区５Ｇ网络基本覆盖，同时向有需求的地区延伸５Ｇ网络。推进农村自来水工程建设，扩
大清洁气体、燃料利用规模。到２０２５年，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到１００％，实现东部山区２０户以上、中西部平原地区

５０户以上自然屯通硬化路，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９５％以上。

２６
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
工程

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全面落实“三清一改一建”任务。开展千村示范创建行动，实施乡村绿化行动，开展村屯街巷
和庭院绿化，建设绿色生态村庄。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统筹用好中央和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专项资金，积
极支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因地制宜新（改）建农村卫生厕所，进一步
提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梯次推进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开展农村黑臭水
体整治。启动新一轮黑臭水体排查。开展源头预防、清淤疏浚、生态净化等综合措施治理黑臭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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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数字乡村
建设示范
工程

乡村信息基础网络建设。改造升级乡村网络设施，实现行政村光纤宽带、４Ｇ网络全覆盖，在重点河流、出水口建设生
态监测物联网。在城郊有需求区域建设５Ｇ基站，开展典型应用。农村综合大数据平台建设。以吉林省数字农业云
平台为依托，建设农村产业、农村经济、农村管理、农民生活大数据平台，提供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文化娱乐、科学普
及、市场信息等服务，实现农村管理、疫情防控、应急调度指挥的数字化。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建设。建设乡村集体资
产、公共服务、公共事务、公共安全、乡村党建等数字系统，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化实体试点建
设。在农村地区建设数字经济实体，激活资源要素，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亲农惠农乡村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农村地区
创新创业与绿色发展。农村电商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农村电商平台及配套基础设施（农产品冷藏设施），制定电商产
品技术标准和产品唯一标识，促进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出村进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衔接。

２８
乡村振兴
试验区创
建工程

深化梅河口、公主岭等１８个县（市）扩权强县改革，推动通化、舒兰等１４个县（市）创建乡村振兴战略试验区，支持公主
岭、农安、榆树、德惠、梨树、扶余６个产粮大县（市）建设乡村振兴新动能培育试验区。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将农产品加工
业企业缴纳增值税省级分享增量部分给予６个新动能培育试验区县（市）奖补支持，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提升农
民收入 ２９

高素质农
民培育工
程

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重点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带头人、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人
员进行培训，着力培育一批用现代科技方式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的高素质
农民，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十四五”期间，力争每年培育高素质农民２５万人次。

农业农
村改革 ３０

长吉接合
片区国家
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
区建设工
程

农业特区发展工程。探索社会资本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合作机制，形成全球化“农业总部＋工贸一体化园区＋规模化
种养基地＋综合性农业大数据＋帮扶农户”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打造创新型国家级农业特区。特色产业小镇创建工
程。建设新湖慢山里营地教育小镇、鹿乡梅花鹿小镇、波泥河苗木花卉小镇、大荒地稻香小镇、左家北药小镇、小白山
康养小镇、中新食品区奶酪小镇、北大湖林果小镇、万昌农业生态小镇等省级特色产业小镇。观光农业提升工程。推
进九台文旅民宿综合体、双阳奢岭草莓小镇等田园综合体建设。农村电商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商物
流配送体系，加快壹米滴答、金正物流网络下沉、天祥农产品冷链物流园项目建设。支持永吉县将县域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升级为电商产业园等特色园区。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工程。开展农村产权交易试点，创新抵押担保融资模式，
加快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推动政策性保险扩面、增品、提标。会展经济带动工程。发展壮大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
博览（交易）会品牌，积极谋划筹建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转移中心长春分中心。智慧农业推广工程。加快京东云互联网
数字经济合作项目建设，全面整合汇聚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建设健全农业云平台。农村“双创”培育工程。推动国信现
代农业、九台大学生创业园等现代化、高水平双创基地晋档升级，打造一批明星“乡里农创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补短工程。实施温德河综合整治工程、双阳河三期续建工程，推进国道饶盖线九台（西营城镇）至长春（兴隆山）段、长
双快速路、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珲阿公路（Ｇ３０２）和石头口门绕越线等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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