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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十三五”农业发展规划

第一章 总论

“十二五”以来，安宁市农业发展经受了宏观经济形势急剧

变化、农产品市场大幅波动、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和周边重大

动物疫情等严峻考验，取得了较好的成就。滇中产业新区建设，

为安宁农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经济转型和实施桥

头堡战略的探索者，“十三五”期间将是安宁发展现代农业主动

融入新区建设的转型期和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是安宁农业全面

实现跨越发展、农民实现小康生活目标的重要发展时期，为建设

具有“安宁特色”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抓住有利农业发展重大机遇，按照中央、省、

滇中产业新区和市委提出的依靠工业化带动农村，新型城镇化致

富农民，产业化提升农业的思路，制定《安宁市“十三五”农业

发展规划》。

一、规划依据

（一）滇中产业聚集区（新区）滇中发〔2014〕1号文件《关

于做好 2015年工作计划及“十三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

（二）《云南桥头堡滇中产业聚集区发展规划（2014—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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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议的若干意见》。

（四）《安宁农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五）《安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宁市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安政办〔2014〕69号）

（六）《安宁市南部美丽乡村概念性规划》。

二、编制原则

——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中心的原则。坚持发展现代高

效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

设。

——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根据各地的资源、地理、气候、

经济状况，坚持高起点、高标准、上规模，形成区域优势。立足

本地，面向国内外市场，发挥市场调节生产要素的功能，积极稳

妥地发展适销对路的产品。

——创新体制机制的原则。解放思想、创新思路、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快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

加大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力度，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大力推进

集体林权和土地经营权制度改革，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

——强化项目支撑的原则。因地制宜、高标准的实施一批市

场前景好、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项目。

——依靠科技进步的原则。通过加快品种改良和新品种开发

推广，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实用技术的普及，加快提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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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素质，增强适应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产业化发展的原则。坚持生产、流通和加工一起抓，以

生产促流通和加工，以流通和加工带动生产。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坚持走资源集约、资本密集、技术

密集型农业发展之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三、规划范围及对象

——规划范围：安宁市。包括八街、县街、草铺、禄脿、青

龙、温泉、太平、连然、金方九个街道办事处。

——规划对象：安宁市农业。

四、规划期限

2015——2020年；

第二章 发展现状和发展环境

一、安宁市概况

（一）地理位置

安宁市位于滇中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处东经 102°10′～

102°37′，北纬 24°31′～25°06′之间；南北长约 66.5公里，东西宽

约 46.5公里；总面积 1321平方公里。安宁市位于昆明市主城区

28公里，东北与西山区相连，东南接晋宁县，西邻易门、禄丰

县，境内有石—安和昆—安两条高速公路、成—昆铁路连接昆明，

交通发达，是昆明市的西大门和通往滇西 8个地州（市）的重要



—4—

通道，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二）自然气候

安宁市平均海拔 1800米，地形北宽南窄（上大下小）如锥

形，拥有连然、八街、禄脿三个大小不一的山间谷盆，其余均为

山区、半山区。主要河流有螳螂川、马料河等“一川六河”，受西

南季风气候影响，夏秋季节多雨，冬春季节晴干，四季无寒暑、

遇雨变成冬，属滇中地区北热亚热带高原季风温凉气候，区域内

年均气温在 16.2°C，无霜期平均日数为 232 天，年平均降雨量

900毫米，日照 2047.5小时。

（三）自然资源

全市大小春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小麦、大麦、蚕豆、油

菜、薯类、各类杂粮。果树主要有梨、苹果、桃、葡萄、樱桃、

柿子、核桃、板栗。蔬菜主要有白菜、甘蓝、青花、青菜、大葱、

等各类鲜销蔬菜。食用玫瑰、鲜销蔬菜、红梨、名特优新水果、

规模养殖等高原特色农业已发展成安宁农业的优势特色产业，并

在省内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是昆明市鲜销蔬菜基地和昆明市畜

禽养殖基地，2007 年被中国果蔬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红梨之

乡”。全市辖有林木 131.4万亩，其中防护林 92.7万亩，经济林

7.1万亩，竹林 1387.5亩，林木覆盖率 49.8%。

（四）行政区划及人口

安宁市辖 9个街道办事处，包括八街、县街、草铺、禄脿、

青龙、温泉、太平、连然和金方街道办事处。共有 74个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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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员会，64个村委会，386个村（居）民小组，358个自然村；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35.7万人，城镇化率达 71.2%，城镇人口 25.4

万人，乡村人口 10.3 万人。2014 年末户籍人口 26.89万人，其

中：农业人口 7.66万人，非农业人口 19.23万人。全市有耕地面

积 6984.9公顷，其中，田 3771.1公顷；旱地 3213.8公顷，分别

比 2010年减少 98.9公顷和 120.2公顷，

（五）市域经济环境总量

201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30.9 亿元，比

2010年的 134.25 亿元增加 96.95亿元，增长 82%。在地区生产

总值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1.51亿元；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32.19亿元，比上年增长 15.4%。，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 118.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86.98亿元，比

上年增长 12.6%。人均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65193元，比

上年增长 11.9%。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5.2%、54.1%

和 40.7%。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 86.65亿元，占全部生产总值的

37.6%，增长 14.7%。

二、农业发展现状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14 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1.24亿元，比 2010年的 12.74亿元增加 8.5亿元增长 66.7%，

年均增长 16.7%。其中：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完

成产值分别是 8.45亿元、0.38亿元、10.7亿元、0.11亿元和 0.62

亿元。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达 11.5亿元，比上年增长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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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生产。2014 年全市粮食产量达 44154.2 吨，比

2010年的 43548吨增加 606.2吨、增长 1.4%；平均亩产量 426.7

千克，比 2010年的 346.7千克提高 80千克、增长 23%。蔬菜总

产量 280974.8吨，比 2010年的 190139.9吨增加 90834.9吨、增

长 47.7%。水果总产量为 30292 吨，比 2010 年的 25017.9 增加

5274.1吨、增长 21%。油料总产量 1524吨，比 2010年的 1311.9

吨增加 212.1吨、增长 16.2%。

——畜牧业生产。2014 年畜牧业生产稳步发展，全市畜牧

业产值达 1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51.8%，比 2010年的

6.56亿元增加 4.44亿元，上升了 0.39个百分点。肉类总产量达

59876.7吨，比 2010年的 48813吨增加 11063.7吨、增长 22.7%，

其中猪肉产量 35026.6吨，比 2010年的 27792吨增加 7234.6吨

增长 26%；全年出栏生猪 417455头，比 2010年的 342370头增

加 75085头、增长 21.9%；家禽出栏 1175.7万只，比 2010年的

902万只增加 273.7万只、增长 30.3%；禽蛋产量 13617.9吨，比

2010 年的 6521 吨增加 7096.9 吨增长 108.8%；牛奶产量 416.3

吨，比 2010年的 3106吨减少 646.1%。

三、主要成就

——抓特色，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坚持以工业化的理念

谋划农业，以产业化的手段提升农业，围绕市场需求，按照产业

化经营、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发展要求，在确保粮食安全前提下，

围绕畜牧、水果、蔬菜、花卉等特色产业作文章，打造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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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拳头”产品。一是畜牧支柱产业不断巩固提升，规模效益日

趋凸显。截止 2014 年全市共建成年出栏肥猪 5000 头养殖小区

17个、500头以上肥猪规模养殖户 154户、100头以上肥猪规模

养殖户 327户；建成年出栏 15万只商品鸡养殖小区 4个、年出

栏肉鸡（含土杂鸡）6000只以上规模养殖场（户）852个、年存

栏蛋鸡 5000只鸡以上的规模养殖场 31个，年出栏肉牛 30头以

上规模养殖场 24 个，养殖专业示范村 26 个。畜牧业产值突破

10亿元。二是巩固红梨生产，推广名特优新水果，认真落实红

梨标准化、科学化管护措施，努力提高优质果率。加大对葡萄、

晚桃、甜柿等名特优新水果的示范生产和管护工作。2014年全

市实现红梨产量 1.87万吨。三是大力推行蔬菜标准化生产。2014

年全市推广无公害蔬菜播种面积 11.23万亩次，实现蔬菜自给率

达到 65%，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达 5370亩。四是大力发展花卉

生产。全市完成花卉园艺种植面积 1.74万亩，完成鲜切花产量

达 2.27亿枝。

——建园区，夯实农业产业发展平台。积极探索产业转型新

模式，截止 2014年我市共培育发展农业园区 7个、都市农庄 3

个。同时进一步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机制，夯实现代农业园区、高

效农业基地、规模化养殖小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四大载体”，

推进土地流转，全市 2014年累计流转农村土地 8.3万亩，占全

市年末耕地面积的 71.3%，有力促进了我市农业规模化发展和产

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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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龙头，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坚持树立“引一个企

业、扶一个龙头、建一个基地、富一方农民”的理念，培育和引

进一批有品牌、有理念、有实力、守诚信的龙头企业，推动农业

产业化发展。截至 2014年，全市共培育、引进涉农企业 60多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达 129家。其中安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22

家，加上 8家重点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投资规模 13.2亿元，从

业人员 7129人，总产值 18.9亿元，一批上规模、起点高的企业，

在我市不断发展壮大，辐射带动能力不断提高。截止到 2014年

全市共有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1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7家，昆

明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15家。

——创品牌，积极开拓产品市场。为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和产品附加值，近年来，我市把打造农业品牌当做农业发展的战

略来抓，建立了创品牌奖励机制，加强了品牌建设力度。继获“中

国红梨之乡”称号后，截止 2014年，我市 “安宁红梨”、鲜销蔬

菜系列、食用玫瑰、畜禽产品等共有 17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

证、35个产品获得无公害认证，“老同志”普洱茶、 “凹里山”鲜

鸡蛋荣获云南省著名商标称号和昆明市名牌产品称号；“一品香”

普洱茶荣获昆明市知名商标称号。同时积极组织企业参加省内外

的农产品展销推介会，宣传安宁农特产品，品牌打造战略的实施，

为农产品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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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条件

（一）安宁市位于滇中经济集聚新区西部核心，全市所辖 9

个街道办有 8个被纳入滇中新区规划安宁团组范围，市内交通便

利，有安晋高速南连玉溪、安武高速北接武定、成昆铁路沟通川

滇，安楚公路、320国道穿境而过，是通往滇西 8个地州，通往

东南亚的交通重镇和枢纽，境内公路早在 2010年就已经实现了

“村村通”，具有加快农业发展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

（二）滇中经济集聚新区规划和安宁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把境

内没有工业污染，空气、水质、土地条件优良，耕地、水利、劳

力等资源丰富安宁南部八街街道定位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

南部水资源保护区”，为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安宁市委、市政府加大“以工哺农”力度，统筹城乡发

展，已出台土地流转、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农业园区建设、都

市农庄建设扶持政策，为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启动了现代农业

园区、都市农庄建设，培育引进了云南惠嘉集团、昆明锦苑花卉

公司等一大批农业龙头企业，建成了烤烟、红梨、蔬菜、畜牧、

花卉等农业生产基地，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安宁市境内大量的工业企业、雄厚的工业基础，加上

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加工优势和产业联动优

势，为“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农产品生产提供了

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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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滇中新区关于积极推进滇中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产

业聚集发展，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将滇中打造成优质特色农产

品生产基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特色

农产品基地、农产品加工聚集区、休闲农业区、农业服务区的规

划思路。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若干意

见》提出“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庄园经济、乡村生态旅游业

和农产品加工”的方针，为今后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给

安宁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限制因素

（一）随着滇中经济聚集区建设的推进，工业发展、城市建

设和生态环境整治与农业生产之间占用土地、水资源、环境容量

的矛盾日益突出，农业用地逐年减少，多数街道农民人均耕地已

不足 1亩，畜牧产业发展已经饱和，农业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制约。

（二）缺乏优质的农产品品牌，有一定规模或知名度的农产

品由于产品数量小，宣传力度不够，竞争优势不强；加之精深加

工营销滞后、产业链不长，服务组织带动力不强，安宁农业整体

上缺乏市场竞争力，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三）农业扶持政策不到位，农业投入因农业经济在工农业

总产值中的比重近年来逐年降低而减少，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不

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多渠道、多元化引进“三资”投入“三农”

明显不足。

（四）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和城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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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需要。在全市建设发展规划中没有把公益性的农产品交易

市场和批发市场纳入总体规划。

（五）少数干部群众对农业发展的新形势认识不足，农业生

产仍然停留在单一的生产功能上，没有进一步延伸和发挥农业的

休闲、旅游、观光、生态、培训教育、餐饮等功能，导致农民增

收缓慢。

第四章 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布局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按照省、滇中新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思路为指导，以深化

农村改革为动力，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

变为着眼点，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根本要求，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方向，以园区建设、都市农庄建设为载体，以农业多种经营主体

培育为骨干和纽带，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把标准化

生产基地建设、品牌农业建设、市场开拓、休闲观光农业作为发

展重点，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精品农业，生产适应城镇居民生活

需要的禽畜、蔬菜、花卉等绿色、生态、安全的农产品，促进农

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加快安宁农业发展步伐，全面提升农业

现代化水平。

二、工作思路

按照滇中新区建设特色农产品基地、农产品加工聚集区、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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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农业区、农业服务区的发展思路，结合安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和发展休闲旅游观光农业的契机，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特

色农业，依靠科技、提质增效，按“441”发展新思路，一是巩固

和提升红梨、食用玫瑰、外销蔬菜、畜禽养殖四个传统产业，二

是大力发展特色水果采摘、鲜切花、林下经济、休闲观光农业等

四个新产业，三是控制生猪养殖规模。不断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鼓励发展名特优新鲜活农产品，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把大

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产业工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幅度增

加农民收入。

三、规划布局

规划期内，根据《云南桥头堡滇中聚集发展规划》，按照农

业发展功能分区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议的若干

意见》，安宁农业发展区划总体按照“一圈、两区、两带”布局。

即：

（一）一个环工业城市生态农业屏障圈

——布局区域：连然、金方、太平、草铺、禄裱街道办事处。

——功能定位：积极引导城乡结合部社区发展观光、生态、

休闲农业，为城市提供鲜活农产品，建设城市后花园为导向，增

强为城镇、工业发展的服务功能，建设城镇生态屏障，服务城市

生活、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大农村剩余

劳动力转移工作力度，通过自主创业和进城打工，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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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营造农业生态景观，建设旅游观光休闲农业，

完善餐饮、会务、休闲旅游设施，依托地处近郊优势，大力发展

一村一品，形成精品农业、发展特色明显、功能齐全的农业发展

模式。

（二）两个发展重点建设区，即：现代特色农业区和山地林

下经济区

1．现代特色农业区

——布局区域：八街街道办事处及县街集镇以南坝区。

——功能定位：南部水资源保护区，高产、优质、高效安全

农业生产基地，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庄

园经济、乡村生态旅游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农业产业园区。

——发展方向：依托八街现代农业特色小镇和鸣矣河锦苑玫

瑰旅游小镇建设，提升红梨、食用玫瑰、外销蔬菜、畜禽养殖等

产业，大力发展特色水果采摘、鲜切花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发

展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群众收入。

2．山地林下经济区

——布局区域：各街道办事处的山区、果园。

——功能定位：利用山区生态环境优良，村村通的优势，定

位名特优新农产品主产区。

——发展方向：深入贯彻云南省委关于加快山地畜牧业发展

的意见，把发展林下经济作为山区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按照林

下经济环境友好型、资源集约型、经济高效型的发展形式，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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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林下畜禽、药材、菌类、、菜、花等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

充分利用山林和果园，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向林地流动，

把护林育林与种植业、畜牧业、旅游业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促进

循环农业的发展，让山区农民在林下多种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

惠。

（三）两条观光休闲农业带

——区域布局：以青龙、温泉、连然、金方为主的螳螂川休

闲观光农业旅游带；以八街现代农业特色小镇、鸣矣河锦苑玫瑰

旅游小镇为核心的南部美丽乡村生态观光农业旅游带。

——功能定位：各具地方特色的农业休闲观光、餐饮、会务

生态旅游度假区、自然生态保护区。

——发展方向：温泉、青龙发展以旅游休闲为主的观光农业，

八街、县街发展以采摘、观光、农耕文化、农耕体验为主的旅游

农业，连然、金方发展城市近郊生态休闲农业。

四、发展目标

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用现代工业技术成果武装农业、

用工业理念管理农业、用商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安宁农业建成生

产技术先进、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的现代农业，争取到 2020

年在全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一）农业经济。到 2020 年，农业总产值达 25 亿元，在

2014年的基础上年平均增长 3%，其中畜牧业产值 12.5亿元，占

农业总产值的 50%；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2.42万元，年平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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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二）美丽乡村。按照安宁南部美丽乡村规划，依托靠现有

山、水、田、园自然风光，强化保护与开发并重；不断加强田间

道路、沟渠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有序开发，

大力植树造林，营造优美的生态、生产、生活环境。“十三五”

期间完成八街古镇、石江村、鸣矣河村、摩所营特色村、相连村、

龙洞特色村、磨南德彝族特色村一镇六村建设；建设鸣矣河玫瑰

小镇、晨农农庄、八街玫瑰谷三个景区；完成八街、招霸，鸣凤

等 17个、县街、王家庄等 8个共 25个生态宜居村建设，打造雁

塔农业精品园和农业旅游园区、世外元影、金玉源、金江生态园

等一批有特色、上档次的都市农庄、现代特色农业精品园和农业

旅游园区。

（三）畜牧业。到 2020年出栏肥猪 45万头，出栏家禽 1200

万只，出栏肉牛 1万头，禽蛋 2万吨，肉类总产 8万吨，畜牧业

产值 12.5亿元。

（四）粮油生产。到 2020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8万亩次，

粮食总产保持 3.3 万吨；油菜面积稳定在 0.8 万亩,总产保持在

1200吨。

（五）蔬菜花卉。到 2020年蔬菜面积保持在 8万亩次,蔬菜

总产量 20万吨，花卉园艺作物面积达到 2万亩，鲜切花产量 1.5

亿枝。

（六）水果。到 2020 年稳定 4万亩水果面积，实现总产 4



—16—

万吨，其中力争红梨总产量实现 1.5万吨，全面提升红梨质量和

效益；发展名特优新水果采摘园 1万亩、以支撑休闲旅游观光农

业的发展。

（七）产业化经营。到 2020年，全市农产品基本实现基地

规模化生产，拥有品牌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比

重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50%，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带动农户数占全市农户数的 80%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 70%

来自产业化经营、外出务工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力争培育国家

级龙头企业 2个，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12个，地州级龙头企业 25

个，安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40个，上规模有带动力的各类重点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30个，积极做好农业产业化“小巨人”

的培育工作；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大力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力促农产品加工营销产业链延伸、加工增加值不断提高。

——土地流转。到 2020 年耕地流转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60%。

——进一步发展农村各类中介组织和经纪人队伍。培育壮大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巩固和提升一批专

业合作社；培育和扶持流通大户及经纪人队伍。2020力争年销

售收入达 1000万元的合作经济组织 15家。

（八）信息网络。大力建设农产品信息网络和企业电子商务

平台。完善安宁农业信息网，重点建设好街道、村、农户三级信

息网络，建立信息收集、分析、整理与发布制度，及时提供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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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信息、农业科技信息和管理信息，指导生产，引导销售。

（九）科技水平。到 2020年，农业科技措施推广覆盖率达

到 95%以上， 农业从业人员的科技素质进一步提高。

（十）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基本农田得到严格保

护，农区环境不断改善，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整治，基本农田

达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要求，有效灌溉面积比例达到 95%

以上。

（十一）农业技术装备。以设施农业建设为重点，围绕产业

结构的调整、积极引进推广先进的农机装备和技术，农业生产综

合机械化水平提高十个百分点，机耕田地面积提高到 80%。

第五章 重点建设基地及项目

一、高原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建设

（一）万亩食用玫瑰生产基地

发挥八街自然环境、资源优势，建设食用玫瑰生产基地 1万

亩，把食用玫瑰这一传统的产业基地巩固并提升质量和效益。

（二）万亩优质蔬菜生产基地

依托云南恒进、云南博昌、云南茂秾等农业龙头企业，按照

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生产标准建设高标准的优质蔬菜基地 1

万亩，提升安宁蔬菜品牌。

（三）百万只生态禽类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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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安宁 4.2万亩果园面积和荒山疏林的空地，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调整畜牧业结构，建设百万只生态禽类养殖基地，

实现种养两业以短养长、长短结合、循环、生态发展，发展山地

鸡养殖示范场 10个，带动 1000户农户实施规模养殖。为保护山

地生态，鼓励探索圈养、厩养牛、羊等草食畜。

（四）万亩特色水果采摘园建设

在安宁南部观光旅游带建设以蓝莓为主的特色水果采摘园1

万亩，发挥农业在观光旅游中以特色农产品采摘吸引游客的作

用。

（五）万亩红梨采摘园的建设

利用现有 1.2万亩红梨生产基地，加强管护和品种的优化，

选择 1万亩基础条件好的果园进行第二代、第三代红梨品种的升

级换代，建成优质红梨观光采摘基地，发展休闲观光旅游农业。

（六）万亩园艺花卉种植园建设

在安宁南部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和打造县街玫瑰旅游小镇的

契机，辐射带动全市建设以玫瑰为主集园艺花卉种植、休闲养生、

旅游度假、产品研发、加工为一体的园艺花卉种植园 1万亩，提

升乡村旅游的档次和水平。

二、重点建设项目

（一）引进培育和发展食用玫瑰精深加工企业。形成农，工、

贸，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格局，把食用玫瑰打造成安

宁农业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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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进培育水果精深加工企业。消化红梨和其他水果的

次等果、延长水果产业链，实现水果产业的增值，减少次等果对

市场的冲击，进一步巩固和打造安宁红梨品牌，实现提质增效。

（三）引进培育畜禽产品的精深加工企业。对畜禽产品进行

精深加工，或开发旅游休闲食品，实现畜禽产品的增值。

（四）建设和完善休闲观光旅游农业的基础设施。围绕着美

丽乡村建设和打造乡村旅游、发展旅游休闲观光农业的要求，建

设和完善田间道路、果园道路、观光便道、田间公厕、产品聚散

交易场所、休闲走廊、休闲亭子、农耕文化馆等必要的设施，提

升乡村旅游的档次和文化品位。

（五）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要把建设农产品交易市场，搞

活农产品流通，降低交易成本，方便城乡居民生活，作为发展农

业的首要任务，在南部规划建设具有辐射力强、带动作用明显的

区域性农副产品批发、零售市场；各街道以现有农产品零售市场

为依托，逐步改善设施，扩大规模；在安宁、昆钢城区、或居民

小区附近探索分时段的街道、区段农产品交易市场，使之符合现

代市场的管理和流通要求；结合旅游农业开发，新建安宁本地土

特产品专营市场。

（六）打造八街现代农业特色小镇。围绕提升农业产业、加

快八街经济发展的目标，充分发挥八街自然、农林、旅游三大优

势，实施生态立镇、农业稳镇、产业兴镇三大战略，培植现代农

业、特色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三大产业，实现八街经济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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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七）打造鸣矣河锦苑玫瑰旅游小镇。以锦苑公司安宁玫瑰

园为中心，建设集休闲养生、旅游度假、玫瑰观赏、产品研发加

工为一体的玫瑰旅游小镇，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八）打造晨农庄园。依托云南恒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融

合八街地理、人文、特色民间小吃、民风、民俗等资源条件，建

设集生产加工、科普教育、农耕文化、休闲度假、观赏旅游为一

体的现代都市农业庄园，丰富乡村旅游内容，提升乡村旅游档次

和水平。

（九）配套完善畜禽无害化处理和田间农作物废弃物处理设

施，保护农业生态环境。随着畜禽养殖规模的扩大和养殖总量的

增加，养殖户随意和不规范处理病死畜禽的情况不断发生，给畜

牧生产和疫病防疫带来安全隐患，为保障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实

施无害化清洁生产，保障农副产品的安全，必须在规模养殖相对

集中的村统一建设 50立方的无害化处理池；按照清洁生产的标

准，在田间配套建设农作物废弃物处理池。

（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中低产田地改造工作。

到 2020 年，按照中低产田地改造规划，完成南部五个片区 2.5

万亩的改造目标，在统一勘测、设计的前提下，按照整合各部门

力量和资金、规划一片、建成一片、不重复建设的要求，按片区

建设规模和内容，一步到位建成“渠成网、田成方、路相通、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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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行、旱能灌、涝能排、田园化、生态化”的高标准农田，使全

市高标准农田比重占 80%以上。

第六章 “十三五”期间农业发展的主要工作措施

根据建设“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现代农业的要求，

结合安宁农业实际，“十三五”期间，重点推进以下七大体系建设：

（一）推进传统产业支撑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的

质量和效益。一是在红梨生产上巩固现有面积，按照标准化的生

产技术加强管护；创新生产经营方式，鼓励有技术会管理善经营

的大户采取承包、租赁等方式流转红梨果园，并建立 100亩以上

连片的标准化示范样板；不断调整、优化品种结构，发展第二代

优质红梨，在现有早、中、晚熟梨品种结构调整成果的基础上，

推动红梨向品牌化、市场化、多样化、特色化方向发展。依托安

宁红梨区位优势、品牌优势和云南红梨公司，不断培育、引进、

更新、更换优质红梨新品种，发展红梨规模化生产，适应消费者

的需求。二是在蔬菜生产上依托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发展订单农业，以南部两街道为中心，巩固并发展

鲜销蔬菜生产基地 2万亩。按照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

规程、推广应用物理杀虫灯、黄板、性诱剂、生物农药、有机肥

料等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加强蔬菜产品质量监测、认证步伐，

发展 1万亩优质蔬菜生产基地。三是畜牧生产上坚持依托畜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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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企业，建立寄养、代养的产业化带动模式、规模化发展、标准

化生产，推进布局科学化、养殖设施化、生产标准化、加工精深

化、产品品牌化、强化良种繁育、饲料保障、疫病防控、科技支

撑、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构建现代畜牧业体系、全力打造全省重

要的禽蛋生产基地。四是发挥八街自然环境、资源优势，结合南

部美丽乡村建设，开发打造“相连玫瑰谷”建设食用玫瑰生产基地

1万亩，集食用玫瑰种植、观赏、采摘、加工、休闲、观光为一

体的农业观光旅游基地，把食用玫瑰这一传统产业巩固并提升质

量和效益。

（二）推进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

一是加快特色产业集聚，充分发挥我市农业资源优势和交通区位

优势，切实加强高原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建设，提升和改造特色

农产品基地建设，加快发展特色水果采摘、花卉园艺、林下经济、

休闲观光农业等四个新产业，着力建设市域沿川、沿河、环路休

闲观光农业产业带，大力推进南部地区鲜销蔬菜和高原特色农业

基地建设，山区、半山区畜禽规模化养殖和特色畜禽养殖，连然、

金方、太平、温泉、禄脿城郊设施休闲观光农业，以建设国家级

和省级蔬菜标准园为带动，加快产业集聚。二是培育地方特色主

导产业。加快发展一批专业村、专业户和专业基地，逐步形成产

业区域化，促使优势更优、特色更特，对所有已建和在建的生产

基地进行规范升级，形成区域布局合理、特色明显、效益较好的

农业发展新格局。三是拓展农业功能。充分利用沿川（螳螂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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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八街河）、沿路（安八公路、安富公路、安海公路、县草

公路、安石高等级公路、昆安高速路、安晋高等级公路）营造自

然生态和生产景观，配套建设一批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一批集观

光休闲、文化科普、体验参与、旅游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业观

光休闲基地。

（三）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产业化

水平。一是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始终不渝地把

培植壮大龙头企业作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带动力量，不断提高发展

质量和档次，加快引进加工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重

点扶持培植一批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加快农产品粗加工向精深加

工的转变，支持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增强研发能力，加快

培育一批科技含量高的出口型、创汇型加工龙头企业。在企业与

农户的利益联结上，加快由松散型向紧密型的转变。加快推行“龙

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经营模式，提高一体化水平。二是发

展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按照“民办、民管、民

受益”的原则，积极引导各类农业经济主体，在自愿联合、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前提下，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

创办涵盖农林牧渔各业的专业合作组织。三是发展农产品物流，

强化现代农业市场体系建设。创新多渠道农产品销售流通形式，

鼓励发展现代物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方式，开展

网上交易和促销，进一步培育壮大八街蔬菜果品批发市场建设，

加快形成蔬菜、花园林园艺、水产、畜禽等产地专业批发市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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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方便市民生活。强化市场信息服务，扶

持农业专业外贸公司，引导农产品出口。

（四）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进一步培育新

型农民。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组织实施农业科研项目攻

关，切实加大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食品生物工程技术等的

研发力度，争取在良种培育、先进种养技术集成配套、农产品精

深加工、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保护等方面获得突破。二是培育现

代新型农民。建立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机制，积极组织实施 “绿色

证书”、阳光工程、科技书屋等项目，突出抓好农村实用技术和

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努力把广大农民培养成有较强市场意识、有

较高生产技能、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三是加

强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专业化服务

组织为基础、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农业服务体系，拓展服务领

域，提高服务效能。进一步强化农业公共服务，稳定基层农技队

伍、加强队伍建设，逐步提高村级农技人员的报酬，加快构建农

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机安全监理、农产品质量监管

“四位一体”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农业专业化服务，支持

发展种子种苗服务、植保公共服务等农业专业服务组织，提高农

业专业化服务水平。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帮助农民和企业解决融

资难的问题。强化农业保险服务，扩大政策性保险范围，减少种

养业风险。强化农业信息服务，以“数字乡村”、农业信息网和“三

电合一”为服务平台，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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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农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一是加强农业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宣传

教育工作，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遵纪守法和正确运用

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加强农业执法体系建设，使执法

方式、执法设备进一步完备，执法制度进一步完善，执法行为进

一步规范，不断提高农业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和能力。深入开展

农资打假专项行动，积极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示范建设，切

实维护农民利益。二是加强农业机械安全监管，预防和减少农机

事故的发生。三是加快农产品质量标准的升级和实施。要适应农

业标准化、国际化的要求，认真实施农业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专

项计划，以加速研究制约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关键技术为

突破口，加大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技术规范的研究和推广力

度，适应提质增效的要求。四是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建设。

积极构建市街道相配套、产加销相衔接、覆盖产前、产中、产后

全过程监督检测网络，加大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健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

建设、建立健全以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为主体，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及农业投入品认证为补充的认证体系。引导和鼓励农产品生产

加工企业实行标准化生产，打造农业品牌，使更多的农产品获得

质量身份证，进入国家和省认证的名牌产品、知名商标、著名商

标行列，为开拓农产品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加快现代农业生态保护体系建设，进一步改善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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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一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按系统工程原理，从源头

抓起，从生产方式改起，推广生态农业模式，加速绿色生产技术

的应用。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农村生活

污水和秸秆禁烧的控制管理，严格控制和禁止高毒农药使用，从

根本上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二是积极发展循环农业。以节地、

节水、节肥、节种、节能和资源综合循环利用为重点，加快农村

新能源建设，积极发展以沼气为纽带的循环农业经济，推广秸秆

气化、固化成型、发电、养畜等技术，积极发展生物资源开发创

新，培育新的生物产业。三是抓好城乡造林绿化工作。以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为动力，统筹城乡林业协调发展，以城市提质、农村

增效为目标，进一步加大造林力度，提升安宁城市品位和农村生

态环境质量水平，推进绿色安宁建设。

（七）加快推进支农政策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农业投入。

要加大落实国土资发〔2010〕155号文件《农业部、国土资源部

关于完善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安发〔2009〕11号、

12号文件关于农业龙头企业、重点专业合作组织在仓库、加工

车间等固定资产建设上的用地政策，并探索以土地经营入股的形

式来建设仓库、加工设施。在项目推进上加快形成市、街道统一

领导、分级负责、任务明确、上下联动协调的工作机制。建立以

各级财政为引导、以农民为主体、社会各界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

多层次投入机制。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农业法》、《农业科技推广

法》，确保农业投入只增不减，农业投入增长率不低于财政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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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切实加大财政投入，特别是在名特优新和生物产业开发项目

上要加大投入力度，全面落实财政支农政策，逐步建立农业农村

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省级各类项目的财政

支持。二是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现代农业建设。落实税收政策，

加大信贷支持，加快发展农业保险，优化农村投资环境，探索建

立政策引导机制，充分利用台创园和现代农业园区两大平台，加

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拓展农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积极吸引

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外商资本投入农业，设立各类农业开发园

区，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村。三是大力引导农民建设现代农业，

充分发挥农民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积极引导农民参加

现代农业建设，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