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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我省各级农业农村、

乡村振兴部门面对复杂发展环境

和 局 地 严 重 旱 情 等 多 重 不 利 影

响，在保障粮食安全、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拓展

招 商 引 资 渠 道 、推 动 乡 村 建 设 和

农 村 改 革 方 面 科 学 规 划 、精 准 施

策，狠抓生产保供给、巩固成果守

底线、统筹协调促振兴、多措并举

增 收 入 ，全 省 农 业 农 村 经 济 呈 现

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持续向好

的发展态势。

真抓实干 实现核心指标
增比进位

全省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系统在深

入开展主题教育和“三抓三促”行动中，

真抓实干、比学赶超、争先进位，各项重

点工作质效明显提升。去年，我省“三

农”领 域 多 个 核 心 指 标 实 现 历 史 性 突

破，全省一产增加值增长 5.9%，居全国

第 4 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131 元，增长 7.9%，增速较 2022 年前

移 4 个位次。特别是去年上半年和前

三季度农民收入增速分别居全国第 4

和第 8 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产业兴是“三农”工作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底气。酒泉市集中打造现代种

业、优质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一产增

加值和农民收入两项核心指标增速分

别居全省第 1 和第 2 位；武威市持续推

进“8+N”优势主导产业扩规增量、延链

补链，农民收入增速跃居全省首位。

我 省 农 产 品“ 三 品 一 标 ”经 验 做

法入选全国十大典型案例，“甘味”品

牌 实 现 中 国 区 域 农 业 形 象 品 牌 影 响

力 指 数 百 强 榜 三 连 冠 。 平 凉 市 设 立

风 险 补 偿 资 金 ，发 放“ 红 牛 活 体 抵 押

贷 ”等 各 类 产 业 贷 款 2.17 亿 元 ，特 色

产 业 全 产 业 链 产 值 增 长 8.3% 。 环 县

打 造 羊 产 业 联 合 体 ，共 同 抵 御 羊 价 下

跌 风 险 ，养 羊 农 户 人 均 羊 产 业 收 入 达

到 8000 元 以 上 ，高 于 全 国 羊 养 殖 户

平均收入水平。

在 持 续 巩 固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方 面 ，

我省积极研发推广“一键报贫”机制，

监 测 对 象 消 除 了 返 贫 风 险 ；实 施 脱 贫

人 口 增 收 三 年 行 动 ，62.9% 的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用 于 产 业 发 展 ，为 67.5% 的 监

测 对 象 精 准 落 实 产 业 帮 扶 措 施 ，335

万 脱 贫 人 口 深 度 嵌 入 产 业 链 ；输 转 脱

贫 劳 动 力 199.9 万 人 ，2607 家 乡 村 就

业工厂（帮扶车间）吸纳就业 10 万人；

脱贫村村级光伏电站发电效率居全国

第 3 位，带动 10 万户困难家庭就地就

业 增 收 ；脱 贫 地 区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2107 元 、增 长 8.2% ，增 速 分

别 高 于 全 国 和 全 省 农 民 收 入 0.5 和

0.3 个百分点。

攻坚克难“三农”工作保
底线促发展

去年，河西及中部局地发生严重旱

情，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各级党委政府

靠前指挥，农业农村部门驻扎一线狠抓

落实，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全省粮

食 秋 欠 夏 补 、西 欠 东 补 ，总 产 达 到

1272.9 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藏粮于地。我省已经建成的 377.2

万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以 及 配 建 的 调 蓄 水

池 和 水 肥 一 体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确

保了粮食增产。去年，我省出台“1+1+

3”政策文件，建立建设管护新机制，提

升了高标准农田的实际效能。玉门市

坚持“集中连片、提标扩面、水肥一体”

整 体 推 进 ，“ 望 天 田 ”变 成“ 高 产 田 ”，

实 现 了 受 旱 情 影 响 的 地 区 不 减 产

或 少 减 产 ，未 发 生 旱 情 的 区 域

粮 食 增 质 增 产 ，保 障 了 粮 食

生产丰收。

各 地 认 真 落 实 粮 食

安全党政同责，积极动

员 群 众 ，落 实 种 植 地

块，全省粮播面积增加

16.7 万亩；实施粮油抓

点示范、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丘陵山区农

机先导区建设等工作，

成 效 突 出 ；全 省 农 机 农

艺 保 障 部 门 齐 发 力 ，保

持 了 单 产 不 减 。 镇 原 县

通过增密、增穗、增粒重，项

目区玉米亩均增产 13.4%；徽

县 积 极 推 广 优 质 品 种 和 高 效 技

术，大豆单产同比增长 17.5%。

在特色产业发展上，三年倍增行动

圆满收官。我省特色产业呈现结构趋

优、规模扩大、效益提升、集聚发展的良

好态势。新创建马铃薯、苹果 2 个国家

级产业集群，实现“牛羊菜果薯药”六大

特色产业全覆盖，成功争取建立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 2 个、产业强镇 7 个、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 3 个、乡村振兴示范县 3

个、绿色发展先行区 2 个，认定奖补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20 个，全产业链产

值预计达到 5790 亿元以上。

在农业招商工作中，我省引资成效

显著。全省新签约和续建项目到位资

金 583 亿元，新签约的 822 个千万元以

上农业项目开工率 95%，已建成投产达

337 个。新增转规农产品加工企业 59

家 、营 收 过 千 万 农 产 品 加 工 企 业 107

家。其中，庆阳、平凉、陇南 3 市签约项

目 、签 约 额 、资 金 到 位 率 均 居 全 省 前

列。我省持续举办“津陇共振兴”和“鲁

企走进甘肃”，携手天津山东打造东西

部协作“升级版”，入选全国地方全面深

化改革典型案例。

善作善为 有效激发乡村
活力

“去年，我省和美乡村建设、增强脱

贫群众内生动力、现代设施农业、农机

装备补短板等多项工作在全国相关会

议上作了典型发言，这是我们工作取得

扎实效果的有力佐证。”省委农办主任，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乡村

振兴局局长杨金泉介绍。

2023 年，我省农业农村部门、乡村

振兴部门积极主动工作，“和美乡村”

创建行动、“八改”工程等系列文件接

续出台，并在临夏召开现场推进会，在

康 县 举 办 美 丽 乡 村 国 际 论 坛 ，分 区 分

类开展创建。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对第一批 94 个

省级“和美乡村”进行了授牌，省级乡村

建设示范村达到 1500 个；开展改厕“提

质年”活动，完成改厕 28.7 万座，73.6%

的农户用上了卫生厕所；乡村治理试点

示范有序推进，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

作法、甘南“8+”基层治理、凉州“全链

条”多元化解基层矛盾等模式入选全国

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农民组织化程度稳步提升，修订省

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全省家

庭农场达到 6.6 万家、农民合作社达到

9.4 万家，联结小农户占比超过 36%；农

民丰收节、“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晚等

系列活动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有效激发

了乡村活力。

农村改革有序推进。二轮延包试

点成功启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和乱

占耕地建房专项治理试点工作扎实推

进，兰州市、张掖市甘州区入选全国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积极扩

大有效投资，有政策空间主动争取项目

资金同比增长 68%，农业农村类项目获

得专项债投资 106 亿元。全面开展农

村集体资产监管提质增效行动，2023

年 村 均 收 入 25.8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25.7％。永昌县积极探索“村集体+土

地+文旅”等模式，112 个村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全部超过 10 万元。

日 月 其 迈 ，时 盛 岁 新 。 我 省 农 业

农村（乡村振兴）部门将抢抓机遇，继

续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新局

面，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三

农”力量。

——我省我省““三农三农””工作取得新进展工作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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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恒

“以前发快递需要跑到县城里

去发，现在村口就可以直接发，我

们的产品借助村级电商服务点，可

以不用出村当天快递发送。”进入 2

月，合水县蒿咀铺村村民高伟每天

都忙着接订单、发快递。

“ 特 色 产 品 经 过 本 地 工 厂 深

加工，依托电商合作社线上销售，

提 升 了 农 产 品 附 加 值 ，拓 宽 了 群

众 增 收 路 径 ，目 前 农 户 借 助 产 品

优势，从事电商的热情高，尤其是

最 近 进 入 销 售 旺 季 ，运 送 快 递 的

车基本连轴运转。”蒿咀铺乡党委

副 书 记 刘 东 介 绍 。 合 水 苹 果 、黑

木耳、羊肚菌、紫苏、高粱、小米等

农 特 产 品 久 负 盛 名 ，但 受 地 域 条

件限制，农产品产业链条短、销售

渠道单一，售价低，季节性“卖难”

一直是制约农民持续增收致富的

弱项短板。

2023 年，合水县叫响“群众需

求 在 哪 里 ，服 务 的 阵 地 就 在 哪

里”。合水县人社局、就业局和乡

村振兴局等单位指导庆阳陇象集

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全县适龄

劳动力及劳动技能掌握情况进行

摸底调查，以 34 个行政村为重点，

聚焦未就业大学生和农村富余劳

动力，实施精准培训，强化人才支

撑。针对电商业务，累计培训人员

10000 人 次 ，发 展 网 销 商 户 2800

多家，带动全县电子商务从业人员

达 到 3200 多 人 。 基 本 实 现 了 县 、

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全覆盖。

配 备 快 递 物 流 路 线 四 条 ，连 接 11

个 乡 站 、68 个 村 点 ，整 合 邮 政 、韵

达、极兔等快递公司入驻电商产业

园区，新建合水县快递物流分拨配

送中心。弥补了县内农产品上行

“最初一公里”和工业品下行“最后

一公里”的瓶颈短板，实现了县内

电子商务配送全覆盖。

合 水 县 把 电 子 商 务 发 展 作 为

产业转型发展的“加速器”和打造

经济升级版的“增长极”，以实施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为

抓 手 ，不 断 完 善 电 子 商 务 发 展 举

措，尤其是在公共服务、物流配送、

品牌培育、人才培育等方面，不断

加大工作力度。2023 年全县电子

商务交易额累计达到 8.78 亿元。

合水：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通讯员 李芳艳

近日，走进静宁县治平镇阴坡村，果农柴三仲在自家的苹果园里修

剪果树、追施肥料，忙得不亦乐乎。春节前，55 岁的柴三仲刚评上农民

农艺师中级职称，成为一名“新农人”，这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有了中级职称后，除了管理好自家果园外，柴三仲在农闲时还外出

务工剪树。创收途径多了，他种地栽树的积极性也高了，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评上职称让我觉得种苹果不再是普通农活，而是一种技术活。

现在我的身份也从农民变成有职称的技工了。”柴三仲高兴地说。

据了解，在阴坡村，还有许多像柴三仲这样种植苹果的村民都评上

了职称，有的还评上了副高级职称。农闲时节，这些“新农人”就会外出

讲课、培训，在帮助邻里的同时也让他们实现了自我价值。

近年来，静宁县结合“静宁果农”劳务品牌创建，根据农民需求，持

续推动“农把式”“田秀才”职称评定工作，全面提升农民的职业认可度

和社会认同度，吸引更多人才回流农村、扎根农村，把培育农村实用技

术人才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所在，用好职称评审“指挥棒”，备好能

力提升“技能包”，突出职业农民“传帮带”，为全面做大做强苹果产业、

充分带动群众致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

2023年，静宁县共评审农村实用技术人才 29人，其中农民技术员 21

人，农民农艺师2人，农民高级农艺师6人。截至目前，静宁县共有农村实用

技术人才1046人，其中初级职称995人，中级职称31人，高级职称20人。

静宁：“新农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子恒

“去年家里养的牛新增了 10 头小牛犊，自家

种的玉米也基本能保证草料，牛场的规模不断扩

大，日子越来越好了。”近日，合水县板桥镇锦坪村

村民张富鑫热情地和来访脱贫户分享致富经验。

这是我省强基固本持续增强脱贫群众致富

动力的一个镜头。2023 年，我省以监测帮扶、产

业帮扶、协作帮扶、就业帮扶、结对帮扶为着力点，

筑防线、增动能、添活力、稳收入、聚合力，强基固

本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成效更可持续。

精准监测提高帮扶质效

日前，板桥镇对全镇群众发展情况进行全

面梳理，组织检测户向致富能人学习。依托“一

键报贫”系统，全镇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镇上可

以同步掌握，根据发展意愿，镇里组织他们在全

镇范围内进行观摩学习，提升他们的致富能力。

由我省研发推广的“一键报贫”系统，农户通

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实现快捷申报，畅通了自

上而下排查和自下而上申报渠道，实现了全省常

住农户申报全覆盖。先后有 2635户 12192人通

过“一键报贫”纳为监测对象，早发现、早干预、早

帮扶，在防返贫动态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职能部门通过防返贫监测系统数据分析，

实行分类帮扶、精准帮扶，提高帮扶工作质效。

2023 年对全省 12.1 万户监测对象全部制定并

实施了“一户一策”帮扶计划，监测对象户均安

排帮扶措施 4.3 项，有 11.5 万户落实了 2 项及以

上帮扶措施，其中享受产业帮扶的 8.2 万户。

产业帮扶增强发展动能

今年 32岁的慕欣，是庆阳陇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2017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后，慕欣回

乡创业，先后带动环县 20 余户 40 余人从事食用

菌产业，促进了当地玉米秸秆资源循环利用，形成

循环经济产业链，年产值达到900余万元。

近些年，我省做足“土特产”文章，出台一揽

子政策措施，加力推进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

收官，中央衔接资金 62.9%以上用于产业发展，

“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全部进入国家级

产业集群，创建 9 个国家级、50 个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60%以上落地脱贫县，每个脱贫县形成 2 至 3 个优势突出的

主导产业。加快打造 10 个百亿级产业大县，2 个 500 亿级左右和 4 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

我省以“引大引强引头部”和“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行动为牵

引，2023 年，58 个脱贫县新增农产品加工规模以上企业 35 家，新引进

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81 家，各类经营主体通过订单种养、入股分红等形

式，与脱贫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 335 万脱贫人口增收。

协作帮扶增添经济活力

东西部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天津市武清区对口帮扶平凉市静宁县，

武清区持续加大对静宁县帮扶力度，不断改善产业发展和旅游基础设

施条件，提升公共服务和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武清区先后为界石铺镇

投入帮扶资金 1428.9 万元，帮助建成了特色农旅产品电商扶贫车间、

红色旅游游客餐饮服务中心、红军剧场、席家堡子滴灌等项目。

据统计，自 2017 年东西部协作工作开展以来，武清区向静宁县累

计投入帮扶资金 3.25 亿元，实施帮扶项目 200 个，助力打造了司桥乡

席湾村、城川镇吴庙村、界石铺镇继红村 3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引资深化东西部协作，2023 年，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率团赴天津、山东开展互访，目前签约项目落地 101 个、到位资

金 50.88 亿元。2023 年，津、鲁投入财政援助资金 32.23 亿元，实施项

目 1748 个，共建产业园区 82 个，落实中央定点单位帮扶资金 6.13 亿

元，实施项目 464 个，为甘肃脱贫地区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通过东西部劳务协作、省内拓岗就地就近就业，输转脱贫劳动力

近200万人。采取“订单式”“嵌入式”“项目制”等方式，深入实施头雁项目

和雨露计划，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6.4万人次，提高了脱贫群众就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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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冯宝强）日前，

兰州新区秦川镇现代农业及机械服务产业片区滴灌带

生产线正式投产。

兰 州 新 区 秦 川 镇 现 代 农 业 及 机 械 服 务 产 业 片 区

以 园 区“ 党 建 联 建 +产 业 联 盟 ”发 展 为 契 机 ，按 照“ 地

域 相 邻 、村 情 相 近 、产 业 相 似 、相 互 补 链 、抱 团 发 展 ”

的 原 则 ，以 炮 台 村 为 中 心 村 ，辐 射 新 昌 村 、建 新 村 、西

昌村、薛家铺等 4 村，组建“产业联盟”村，并成立兰州

新 区 秦 鸿 源 节 水 装 备 有 限 公 司 。 目 前 ，已 建 成 滴 灌

带生产厂房 1100 平方米，造粒厂房 240 平方米；完成

电 力 设 备 、基 础 设 施 及 其 他 生 产 销 售 所 需 原 料 及 包

装 物 资 等 配 套 设 施 ，设 备 已 完 成 调 试 安 装 和 试 生

产 。 同 时 ，利 用 辖 区 五 村 闲 置 劳 动 力 和 农 机 ，成 立 片

区 农 业 服 务 队 ，承 接 兰 州 新 区 区 域 内 春 季 土 地 耕 种 、

滴 灌 带 铺 设 ，秋 冬 季 作 物 采 收 、滴 灌 带 回 收 等 作 业 ，

做 到“ 农 机 服 务 +提 供 产 品 +回 收 ”一 条 龙 循 环 模 式 。

截 至 目 前 ，“ 产 业 联 盟 ”村 实 现 集 体 经 济 总 收 入 111.8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83%，村 均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22.36 万 元 ，

解决村民就业 20 余名。

兰州新区现代农业滴灌带生产线投产

近日，泾川县太平镇村民抢抓农时开展覆膜作业。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黄蔚林

我省沿黄灌区设施农业蓬勃发展。 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 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食用菌种植让农户稳定增收。

静宁果农在采摘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