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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卫市功能农业发展推进方案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加快推进“中国塞上硒谷”建设，构建功能农产品规模化、集

约化、品牌化开发利用体系，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品牌

影响力，推动我市功能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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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

神，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市建设，围绕“一带两廊”发展规划，立

足富硒资源，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效益为中心、增

收为目标，按照“做好标准，做优品牌、做大规模、提升质量、

提高效益”的思路，夯实一产、带动二产、做活三产，构建功

能农业全产业链，切实推进全市功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乡村产业振兴。

（二）工作目标。2021年，我市发展功能农业示范基地

60万亩，其中：标准化示范基地 45万亩，富硒农业示范基

地 15万亩，创建功能农业高标准产业示范园 10个以上。培

育扶持主要从事功能农产品开发的农业企业（合作社）12个，

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富硒农产品品牌 3—5 个。功能农业

成为我市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农民增收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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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布局

结合各县（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实际，围绕枸杞、苹

果、蔬菜、水稻、小杂粮、马铃薯、肉牛、奶牛等品类，立

足富硒、足硒资源优势，突出区域主导产业，沙坡头区围绕

蔬菜、大米、奶牛、苹果主导产业，创建功能农业示范基地

15.3万亩，其中：标准化基地 11万亩，富硒基地 4.3万亩；

中宁县围绕枸杞、蔬菜、奶牛主导产业，创建功能农业示范

基地 14.5 万亩，其中：标准化基地 11 万亩，富硒基地 3.5

万亩；海原县围绕肉牛、马铃薯、小杂粮主导产业，创建功

能农业示范基地 30.2万亩，其中：标准化基地 23万亩，富

硒基地 7.2万亩。总体产业布局如下：

（一）枸杞产业：以中宁县为重点区域，创建功能农业

示范基地 11 万亩，其中：标准化基地 9 万亩，富硒枸杞基

地 2万亩。创建富硒枸杞产业示范园 2个，以宁杞 1号等为

主栽品种，通过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测土配方施肥、

病虫害绿色防控、设施制干等标准化生产措施，着力解决枸

杞农残超标、土壤退化等问题，全面提高枸杞产品质量。（责

任单位：中宁县政府；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供销集

团有限公司、宁夏硒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二）苹果产业：以沙坡头区为重点区域，创建功能农

业示范基地 7.3 万亩，其中：标准化基地 6万亩、富硒苹果

基地 1.3万亩。创建富硒苹果产业示范园 1个，通过推行基

施有机肥、花期释放壁蜂、疏果套袋、铺设反光膜、规范苹

果包装箱使用管理等综合措施，有效提升苹果品质，统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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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沙坡头苹果”品牌，提升品牌影响力。同时，积极申报沙

坡头苹果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进沙坡头区“有机富硒苹果

之乡”建设。（责任单位：沙坡头区政府；配合单位：市自

然资源局、市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宁夏硒产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三）蔬菜产业：以沙坡头区、中宁县为重点区域，创

建功能农业示范基地 6万亩，其中：标准化基地 3.5万亩（沙

坡头区 3 万亩，中宁县 0.5 万亩），富硒蔬菜基地 2.5 万亩

（沙坡头区 2 万亩，中宁县 0.5万亩）。创建富硒蔬菜产业

示范园 3个，借助粤港澳大湾区授牌我市“菜篮子”生产基地

的渠道优势，围绕设施果菜、拱棚韭菜、速冻蔬菜三大品类，

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打响“沙坡头”蔬菜品牌，提升市

场竞争力和知名度，通过推广优化设施结构，示范应用秸秆

生物反应堆、蚯蚓生物等技术，将沙坡头区打造成“有机富硒

蔬菜之乡”，带动全市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责任单位：沙

坡头区、中宁县政府；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集

团有限公司、宁夏硒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四）大米产业：以沙坡头区、中宁县为重点区域，创

建功能农业示范基地 5.5 万亩，其中：标准化基地 3.5 万亩

（沙坡头区 2 万亩，中宁县 1.5万亩）、富硒水稻基地 2万

亩（沙坡头区 1万亩，中宁县 1万亩）。创建富硒水稻示范

园 2 个，以宁粳 50 号等为主推品种，开展水稻品质提升示

范，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农药减量、病虫害绿色防控，

实现绿色高质高产。积极开展集约订单生产，引导龙头企业



- 5 -

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依托宁夏大米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自

主品牌。（责任单位：沙坡头区、中宁县政府；配合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宁夏硒产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五）马铃薯产业：以海原县为重点区域，创建功能农

业示范基地 19.2万亩，其中：标准化基地 16万亩，富硒马

铃薯基地 3.2万亩。创建富硒马铃薯产业示范园 2个，以青

薯 9号、青薯 168等为主栽品种。通过建立完善的种薯繁育

体系，推广脱毒种薯、高效节灌、全程机械化等旱作节水提

质措施；引进或与大型薯制品加工企业合作，研发生产马铃

薯精深加工产品；加大对“南月”牌马铃薯、“西海固”区域公

用品牌推广力度，提高马铃薯产业效益。（责任单位：海原

县政府；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硒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六）小杂粮产业：以海原县为重点区域，创建功能农

业示范基地 11 万亩，其中：标准化基地 7 万亩，富硒小杂

粮基地 4万亩。创建富硒小杂粮产业示范园 2个，以谷子、

糜子、荞麦为主。通过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提高精深加工水

平，依托“西海固”区域公用品牌，打造一批企业自主品牌，

定制精品包装，实现产业综合效益提升。（责任单位：海原

县政府；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硒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七）肉牛产业：以海原县为重点区域，稳定存栏 24

万头以上。大力推广华润基础母牛养殖模式，提升饲草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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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标准化水平，建设饲草专用基地 1万亩，依托现有肉牛

养殖基地，组织开展富硒牛肉生产。在肉牛日粮中合理添加

富硒饲草，并适时进行硒含量检测，在 2020年实验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富硒牛肉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认证标准，通过科

学喂养，生产出达标富硒牛肉。依托华润集团和夏华肉食品

集团公司在深圳等地巩固发展市场，扩大外销。（责任单位：

海原县政府；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集团有限公

司、宁夏硒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八）奶牛产业：以中宁县、沙坡头区为重点区域，全

市稳定存栏量 10 万头。提升饲草种植基地标准化水平，建

设饲草专用基地 1 万亩、依托现有奶牛养殖基地，在 2020

年实验基础上，进一步摸清奶牛正常生产所需日粮中富硒饲

草的需求范围和安全范围，通过科学富硒饲草喂养，并在日

常喂养中通过舔砖补充，适时进行硒含量检测，完善富硒牛

奶生产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组织开展富硒牛奶产品生产。

积极申报中卫牛奶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打造“宁夏中卫黄金

奶源之乡”，在上海等城市贴牌销售。同时依托光明等龙头企

业优质奶源基地，招商引资乳制品加工企业落户我市。（责

任单位：中宁县、沙坡头区政府；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市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宁夏硒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三、主要措施

（一）源头管控，确保产出好产品。一是采取“三筛选

一培训”的双向选择模式，即筛选立地条件好或富硒区域作为

示范基地，筛选有经济实力、销售渠道、组织带动能力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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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作社）作为建设主体，筛选有种养技术、诚信经营

的农户作为生产者，并对筛选出的企业（合作社）、农户逐

级开展标准化生产培训；二是建立示范基地及农户档案，绘

制基地布局图，设置标准化和富硒产业示范园标识牌，制定

产业示范园实施方案及验收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生产技术

规程和富硒生产技术规程标准对标生产，确保生产出高标准、

优质、富硒产品；三是建立“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运

行管理机制，引导企业（合作社）与农户签订产销协议，构

建行业协会、合作社及县、乡、村 “网格化”生产过程监管机

制。

（二）建立标准体系，严格生产管理。一是继续完善特

色农产品标准化、富硒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质量标准及认证

管理办法，加快蔬菜、大米、马铃薯、小杂粮等富硒农产品

生产技术标准、产品质量标准、认证管理办法的制定，组织

开展富硒牛肉、牛奶等产品试产；二是严格筛选功能农产品

品种，加强种子种苗及生产投入品监管，按照品种、技术、

管理、服务、销售“五统一”要求，组织标准化生产，并委托

权威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达标产品出具检测报告，作

为优质优价收购的依据；三是建立溯源信息查询平台，及时

采集生产管理信息，分品类统一使用专用标识，其中不在富

硒土地上种植的农产品，不得使用富硒品牌贴标销售。全面

推行防伪溯源制度，实行扫描二维码查询，追溯原产地生产

和产品信息，建立质量追溯品质保护机制。

（三）实施品牌战略，提升产业竞争力。一是立足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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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和优势产业，深入挖掘文化、资源潜力，瞄准目标市场，

定位高端，采用统一设计的特色农产品专用标识，建立地方

品牌目录，做靓“中宁枸杞”、“沙坡头苹果”、“西海固”等区

域公用品牌；二是鼓励企业（合作社）开展绿色有机和地理

标志农产品认定，扩大“沙坡头苹果·陌上冰心香甜脆”、“中

卫富硒菜·新鲜原生态”、“中卫黄河滩·好米珠玉碾”等品牌形

象宣传。注册富硒农产品、特色产品自有商标，培育打造“玺

赞”枸杞、“香麓”苹果、“百农盛”富硒大米等一大批叫得响的

企业自主品牌；三是积极举办产品推介会，邀请专营店、外

阜窗口等优势渠道客商代表及媒体记者，到产地考察、参观、

评鉴中卫农特产品品质风味及生产情况；四是围绕品牌形象、

品牌故事、品牌话题，通过政府领导站台推介、网红直播等

方式，广泛宣传推介我市天赐原生的独特优势，提升品牌影

响力，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转变。

（四）推进产销衔接，拓展专营专供销售网络。充分发

挥市、县（区）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市、

县（区）政府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支持，要通过市场化运

作模式，拓展销售渠道市场，使我市功能农业特色优势农产

品在全国市场优质优价销售，打造中卫功能农业市场高地。

一是依托现有的全国 58 家功能农产品专营店及外阜窗口，

积极对接联系，拓展产销合作关系，重点围绕有仓储、物流、

市场的终端优势渠道，将我市功能农产品有计划、分区域区

隔分级销往各大城市；二是充分利用天猫、淘宝、京东、顺

丰、邮政及自治区搭建的“乡味宁夏”等电商平台，扩大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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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农业产品销售品类、销售量；三是巩固与北京新发地、

重庆双福、长沙红星等全国 22 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合

作关系，组织企业（合作社）设立专销区，销售蔬菜、马铃

薯、苹果等大宗特色农产品。

（五）聚力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一是争取功能农

业产品信息化项目，推进功能农业生产基地可视化管控、生

产数据分析及市场价格行情信息的综合应用，逐步建立全域

“互联网+农业”综合信息平台；二是依托宁夏硒产业公司和

硒产业研发中心，与国际硒研究会、国家功能农业科技创新

联盟、苏州硒谷公司、宁夏大学、宁夏农科院等国内外功能

农业科研团队合作，组建产品认证及技术攻关团队，重点围

绕硒砂瓜、枸杞、苹果等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工艺及硒营养强

化、产品认证等，探索开展高端产品、技术研发推广；三是

强化技术人员力量，提高技术到位率，加大优良品种、优新

技术示范推广应用，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中卫市硒产业领导小组职责，

把发展功能农业产业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建立领导包抓机制，

各县（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定点联系示范基地和示范园，

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重点，以点带面，切实推进功能农

业高质量发展。

（二）加大政策项目支持。落实功能农业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功能农业产业基地技术示范、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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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创建和宣传推介等。各县（区）要根据实际出台相应资

金配套政策，极积向上争取资金，对内整合相关资金，对外

吸收社会资金等方式筹措功能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强化金融

支持，加大对重点企业信贷投放力度，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

扶持力度。同时市、县（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商务、

市场监管等部门要积极争取上级部门项目资金支持，为我市

功能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

（三）强化考评考核。建立考核验收指标体系，将功能

农业发展的目标任务作为各县（区）、各部门年度效能目标

考核指标，确保各项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市政府

督察室要切实加强对功能农业工作的考核监督，及时通报评

促，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四）加强监管保护。强化质量追溯打假维权，加强对

“中宁枸杞”、“沙坡头苹果”、“西海固”等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品牌及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的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包装

标识，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中卫功能农产品品

牌形象。

附件：2021年中卫市功能农业发展推进工作任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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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中卫市功能农业发展推进工作任务计划表
单位（万亩、个）

沙坡头区 中宁县 海原县

标准化种植

基地

富硒种

植基地

产业示范

园（个）

标准化种

植基地

富硒种植

基地

产业示范

园（个）

标准化种

植基地

富硒种

植基地

产业示范

园（个）

枸杞 — — — 9 2 2 — — —

苹果 6 1.3 1 — — — — — —

蔬菜 3 2 2 0.5 0.5 1 — — —

水稻 2 1 1 1.5 1 1 — — —

小杂粮 — — — — — — 7 4 2

马铃薯 — — — — — — 16 3.2 2

合计 11 4.3 4 11 3.5 4 23 7.2 4

乡镇

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