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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力发展蔬菜、中药材、水果等产业
推动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

为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决策部署，调减玉米种植，大力发展

蔬菜、中药材、水果、食用菌等经济作物，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进一步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推动产业扶贫，助

力脱贫攻坚，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基本思路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

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以种植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增加

农户特别是贫困户收入为目标，调减玉米种植，大力发展蔬菜、

中药材、水果、食用菌等经济作物，扩规模、降成本、拓市场，

促进生产和市场各要素聚集，走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

化发展道路，提升产业和产品市场竞争力，助推全省脱贫攻坚。

二、目标任务

2018年全省新增蔬菜种植面积 350万亩，提前 1年完成蔬菜

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新增中药材种植面积 33万亩；

新增水果面积 30万亩；新增食用菌 10亿棒（万亩）。实现单产提

高、品质提升、效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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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措施

（一）进一步优化玉米调减区域产业布局。根据不同区域的

资源禀赋、耕作方式，优化玉米调减区域生产布局。玉米退减的

旱地基本农田主要种植蔬菜、中药材等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夏秋、

冬春蔬菜和草本中药材，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地方发展西瓜、草莓

等一年生水果。在非耕地、25度以下坡耕地结合退耕还林发展木

本中药材、经果林，在水热条件较好的低热河谷地区积极发展百

香果、火龙果等热带水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每个产业选择一

批重点品种规模化发展。加快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特优新、绿色

有机产品等特色优势产品发展，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新

格局。集中支持发展辣椒、天麻、竹荪、猕猴桃、刺梨等一批在

全国有优势的特色产业，做大规模。

（二）做好种子（苗）等农资储备和风险控制。充分做好种

植业结构调整所需种子（苗）等重要农资调运、储备和统计工作。

加强农资市场综合执法，加大对种子（苗）质量监督抽查,依法打

击制售假劣种子（苗）、肥料、农药等违法行为，防范重大质量事

故发生。加强新品种试验示范，注重品种的适应性，避免因品种

适应性问题给农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解决退减区域工程性缺水等

突出问题。长期以来种植玉米的旱地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而种

植蔬菜须有灌溉条件作保障。加强退减区域水利建设，同时抓好

生产便道、排灌设施、机耕道、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集约

化育苗、水肥一体化、产后分拣、包装、保鲜储藏等配套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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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

（四）加快推进标准化生产。从产品标准入手，完善一批标

准体系，分类建立一批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通过示范引领，带

动标准化生产。一是注重基地标准化，按照高标准农田要求，制

定标准化基地建设标准，打造一批旱能灌、涝能排、设施完善的

标准化基地；二是注重种植技术标准化，依托专家技术团队制修

订一批重点品种种植技术规程，结合物联网技术，抓好整地、定

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各生产环节的标准化和数据化；三

是注重产品标准化，制定一批产品的品质（大小、品相、质量等）、

加工和包装标准，引导企业做好农产品品质、加工包装和物流配

送等各个环节规范化与精细化管理。。

（五）集成推广一批高效种植模式和绿色高产栽培技术。针

对制约生产的瓶颈问题，加快优质、高产、高抗新品种的引进、

示范和推广，开展高产高效技术试验和联合攻关。以轻简化、机

械化、集约化为重点，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标，推进高效种植模

式和绿色高产栽培技术的有机结合。省级发布一批蔬菜不同海拔

高效种植模式和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用于指导全省蔬菜种植，各

地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的技术方案。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

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绿色生产技术。

（六）狠抓市场拓展。强化蔬菜、食用菌、水果等农产品定

向直通，推动农产品进机关、学校、社区、医院、企事业、超市“六

进”，建立稳定直销渠道和直供关系。充分利用东西部扶贫协作机

制，积极在广州、上海、深圳、重庆等对口帮扶城市开设销售窗



6

口，畅通贵州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积极对接全国大型农产品批

发市场，引导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在贵州共建农产品直供基地。

四、组织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是省委省政府作

出的重大决策，事关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成败和农民增收。各地必

须高度重视，制定工作方案，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各县（市、

区、特区）要明确调减玉米后发展的主导产业，按照“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推进工作开展。

（二）强化宣传引导。各地要千方百计采取各种形式，向广

大农民宣传解释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意义和政策红利，自觉自

愿减少玉米种植，发展蔬菜、水果、中药材等经济作物。要认真

总结、宣传在种植结构调整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

（三）强化指导服务。各地要成立技术指导小组，负责种植

业结构调整技术咨询服务和现场指导，充分发挥省、市、县、乡

四级技术推广体系作用。利用科技特派员、农技专家、科技入户

工程、涉农信息服务平台等，大力开展新品种、新技术培训与指

导。以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建立专家对口联系制度，开展市场

信息、生产技术、产品销售等全过程指导。

（四）强化机制创新。大力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创新社会化服务方式，探索政府购买公益性服务的新模

式。推进农科教结合、产学研协作，形成大联合、大协作的工作

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