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市府办字〔2021〕9号

 

 

赣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关 于 印 发 赣 州 市

2021 年 蔬 菜 产 业 发 展 工 作 方 案 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市属、驻市有

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赣州市2021年蔬菜产业发展工作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1 年 3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赣 州 市 2021 年 蔬 菜 产 业 发 展 工 作 方 案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三大战略”“六大主攻方

向”的部署，推动蔬菜产业扬优成势，根据《江西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推动我省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赣府厅发〔2020〕11号）要求，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发展目标

按照市场主导、农民主体的发展理念，遵循产业和市场

规律，激活农民内生动力，推动蔬菜产业实现更高水平的

良性发展。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巩固发展原有基地，全面

提升生产经营质量和效益；坚持创新融资、有序发展，新

（扩）建规模设施蔬菜基地8万亩、规模露地蔬菜基地 4万

亩；坚持联农户、带乡村，通过引导农户自主发展产业、参

与务工就业等方式，助力乡村产业兴旺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实现联结带动的农户户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

二、重点工作

（一）巩固提升现有基地。全面摸排现有蔬菜基地运营

情况，建立管理台账，区分不同类型，加快推进低质低效

基地的改造提升。对长期运营不善的基地，重新落实经营主

体；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缺少水源等选址不当的基地，引

导经营主体拆除异地重建；对设施条件不完善的基地，加

快完善排灌、道路沟渠等设施；对老旧破损的大棚及时进行

清理修复。鼓励有条件的单膜连体大棚加装二膜，增强保温



功能，发挥设施效益。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加强基地环境整

治和管护。落实生产种植计划制度，合理安排品种、茬口和

农事，推进精耕细作。对企业经营规模较大且管理不善的基

地，加快推进返租倒包，确保每个大棚有人种、种得好。

（二）创新融资持续扩面。大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引导

社会资本、工商资本、金融资本投资发展蔬菜产业。鼓励国有

企业采取独资、资本合资或直接与菜农合作等方式建设大棚

设施；鼓励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投资建设大棚

设施。建成后，鼓励委托当地村集体经济组织管护，周边农

户承包经营。鼓励职业菜农抱团组建产业联合体，自主投资

经营大棚。坚持科学选址、标准建园，推广顶部竖式通风双

膜连栋钢架大棚。继续打造 6个重点县（市），加快发展茄

果类、瓜果类等外向型设施基地，兼顾发展应季露地菜，逐

步形成错位协同、特色突出的优势产业带。健全配套链、延伸

产业链，引导各类资本发展种苗繁育、蔬菜加工、农资、大棚

钢材以及配件生产等产业。

（三）推进产业联农带村。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

社+职业菜农”生产组织模式，细化产业分工，提高生产效

率。宣传产业政策和致富典型，通过现身说法、现场观摩，

激励内生动力，引导更多农民参与发展蔬菜产业。落实引进

培育职业菜农的若干政策措施，招引一批家庭型职业菜农，



构建传帮带机制，加快培育壮大本土菜农队伍。鼓励村集体

经济组织参与大棚设施管护获取收益，开展土地流转、大棚

搭建、农资销售、农机租赁等社会化服务，结合乡村旅游拓

展科普和农事体验功能，探索建立村级田头市场和劳动力

市场，让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中实现多业态增值增收。

（四）加快技术转化落地。瞄准目标市场，重点安排越

冬长茬、早春和越夏台风季茬口，发展辣椒、茄子等茄果类

和反季节高端叶类菜。用好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赣州）

分中心平台，加快建设江西省设施蔬菜技术创新中心，开

展育种、标准制定等科研攻关。提升“两中心一基地”、赣南

科学院蔬菜团队，完善和运营县级蔬菜高效种植示范基地

加快推动技术本土化。继续推进政府购买服务，聘请一批技

术员充实到乡村和基地，建立技术员联系基地制度，常态

化开展蹲点指导服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大规模开

展技术培训，普及实用栽培技术和大棚管理方式，提高蔬

菜种植管理水平。

（五）打通市场销售渠道。强化蔬菜生产过程监管，增

强品质品牌意识。引导基地开展品牌创建和绿色、有机认证，

提高产品商品率和附加值。加快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提高分

级、包装、预冷等商品化处理能力。用好富硒土地资源，在圈

定的富硒区布局发展一批富硒蔬菜基地。立体式开展广告、

https://baike.so.com/doc/4151159-4351024.html


新闻宣传，组织参加和举办蔬菜专题展示展销会，唱响

“赣南蔬菜”“富硒蔬菜”品牌。全面对标大湾区，建成并

运营大湾区“菜篮子”产品赣州配送分中心，申报大湾区

“菜篮子”基地 20家以上。积极培育流通型企业、合作社、经

理人等蔬菜营销主体，鼓励在广州江南、深圳海吉星等市场

设立销售档口，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三、组织保障

（一）加大工作力度。把蔬菜作为乡村振兴的主抓产业，

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靠前指挥、认真谋划，一抓到底、

务求实效。要对照要求，细化任务分工，强化工作调度，切

实解决蔬菜产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农业农村、商务、金融、

自然资源、水利、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

同推进。

（二）加强政策扶持。市财政预算安排蔬菜产业发展资

金，奖补标准按2020年政策执行。具体验收标准、方法和程

序，由市农业农村局商市财政局另行制定。优化扶持项目设

置，对产业模式创新、技术攻关、市场对接等方面加大正向

激励。继续支持蔬菜生产经营体系建设和职业菜农的引进培

育。各县（市、区）要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更

多资本投入发展蔬菜产业，破解产业发展资金难题。



（三）优化发展环境。将蔬菜产业发展纳入乡村振兴、

高质量发展考核内容，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大力推行

“一线工作法”，不定期对各地工作开展和基地运营情况

进行督促指导。树立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理念，坚决杜绝被

动式、应付式、简单招商式的发展，确保蔬菜产业发展各项

工作抓紧抓实。

 

附件：2021年新（扩）建规模蔬菜基地指导计划

 

 

附件

 

2021 年 新 （ 扩 ） 建 规 模 蔬 菜 基 地 指 导 计 划
 

县别 新（扩）建规模蔬菜基地钢架大棚

面积（亩）

新发展露地蔬菜基地面积（亩）

信丰县 10000 4000

兴国县 8500 4000

宁都县 10000 4200



于都县 10000 4000

瑞金市 7000 3500

会昌县 7000 3500

章贡区 600 500

南康区 3000 2000

赣县区 3000 2200

大余县 2300 1300

上犹县 2200 1200

崇义县 2200 1200

安远县 3000 1600

龙南市 2500 1300

全南县 2200 1200

定南县 1500 1300

寻乌县 2500 1500

石城县 2500 1500

合计 80000 4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