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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政策信息 

简 报 

第 10 期 

山西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7 日 

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涉农企业服务，为其提供最实用的信

息和政策参考本期的简报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仅为大家提

供学习参考。 

一、领导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重要讲话 

1.《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强调 大力推进农业农村投资建

设》 

 全国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电视电话会议 10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并讲话。强调，

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提高畜

禽养殖设施水平，推进农业全程全面机械化，加快建设现代农

业流通和加工基础设施。胡春华强调，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责

任落实。要做好项目谋划设计，因地制宜组织实施，充分调动

社会资本和农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 

 

【来源：新型农业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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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委书记《楼阳生在朔州市调研》 

7 月 13 日至 14 日，省委书记楼阳生深入朔州市右玉县、

朔州经济开发区进行调研。 

他指出，朔州作为右玉精神的发祥地，“朔”字本意为农

历一月之始。要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状态，坚持改革

创新，践行右玉精神，在转型发展上久久为功、蹚出新路。一

要谋划好转型蓝图。要着眼收好官，在脱贫攻坚大考中考出好

成绩，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前瞻 30 年，聚焦“十

四五”转型出雏型，着力谋好篇，把谋篇布局的工作做深做透，

编制好到乡到村的全域规划，让比较优势真优常优，让后发优

势真优先优，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二要聚焦“六新”

培育新动能。稳住能源支柱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坚持有

所为有所不为，把注意力和资源配置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上，在新动能培育上有新举措、新成效、新业绩。三

要通过精深加工带动农牧业现代化。朔州发展特色农业和现代

牧业有基础、有条件、有前景。要调整种植业、养殖业结构，

抓好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建设，以品牌化、标准化、规模

化，带动农牧业现代化。要引进培育、做强做大做优龙头企业，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要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建好机制，

把设施农业作为抓好“十四五”三农工作的重要工程，带动增

收富民，壮大集体经济，提升农牧业现代化水平。 

 

【来源：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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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省农村农业产业相关政策 

1.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加快补上 “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意见》中农发〔2020〕10

号 

重点摘要：文件中提出加快农业农村领域补短板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共计十一项：（1）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2）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3）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工程

（4） 动植物保护建设工程（5）沿海现代渔港建设工程（6）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7）农村供水保障工程。（8）乡镇

污水处理工程。（9）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工程。（10）

农村公路建设工程。（11）农村电网建设工程。 

结合公司实际转型业务重点摘要筛选以下几种：一是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程，确保 2020 年完成 8000 万亩、到 2022 年

建成 10 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生

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二是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工程，支持建设一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在蔬菜、水果、

畜产品、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主产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重点

建设一批分拣包装、冷藏保鲜、仓储运输、初加工等设施，大

幅度提升果蔬预冷和肉类、水产品冷藏保鲜能力和冷链流通

率，减少产后损失，保证产品品质。三是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工

程，开展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加强国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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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推进农业产

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开展现代农业生产性服务设

施建设。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农业重大科技创新能力条件

建设。四是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工程，加快农业农村大数

据工程建设，开展农业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全面提升农业

农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多渠道加大农业农村投资力度：一是扩大地方政府债券用

于农业农村规模。各地区要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增加用于农

业农村的投入，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支持力

度，重点支持高标准农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现代农

业设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镇污水治理等领域项目建设。

二是保障财政支农投入。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向“三农”补短

板重大工程项目倾斜。扎实开展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调剂收益全部用于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和支持乡村振兴。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

动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重点项目。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

用范围，逐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三是加大

金融服务“三农”力度。抓紧出台普惠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的政策举措，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抵质押物范

围，全面推行温室大棚、养殖圈舍、大型农机、土地经营权依

法合规抵押融资。依法合规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中长期信贷业务。鼓励开展县域农户、中小企业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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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持续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鼓励开发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模式。大力发展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信用贷、首贷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和主体，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鼓励金

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加大贷

款投放力度。发挥好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稳步做大政

策性业务规模。充分运用支农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扩大涉农信

贷投放。完善农业大灾保险试点，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完全

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完善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

试点政策，优化“保险+期货”试点模式。四是积极引导鼓励

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各地区要制定出台社会资本投资农业

农村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的重点领域，细化落实用地、环评

等具体政策措施。充分利用和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支持

孵化型、成长型、创新型社会资本投资项目。在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方面实施一批 PPP 项目。积

极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公司信用类债券和涉农中小企业集

合债、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的发行。扩大公司信用类债券支持

乡村振兴的规模。加大农业企业在公开市场股票发行支持力

度。 

 

【来源：农业农村部网】 

三、省内农业农村及涉农产业发展动态 

1.《全省农村不动产登记工作推进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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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我省召开全省农村不动产登记工作视频推进

会议。会议通报了全省农村不动产登记工作进展情况，对《山

西省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细则》进行了解读，就下一阶段

工作，由各级政府牵头统筹推进工作，全面查清宅基地和集体

建设用地各类基本信息，分类做好统计，紧紧依托“两权”地

籍调查成果，因地制宜，形成符合登记条件的不动产权籍调查

成果。在工作过程中，要结合当地实际实行精细化处理政策，

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要建立工作台账、倒排工期、实行挂

图作战，把农村不动产登记与易地扶贫搬迁、新农村建设、地

质灾害防治、移民安置等工作有机结合，要做好资料规范管理

和数据汇总交接工作，按要求进行处理，2021 年底前，确保

各县相关数据汇总交接完成。 

 

【来源：今日头条】 

2.《全省直播带货新农人“千人培训”行动启动》 

全省直播带货新农人“千人培训”行动暨“百村直播”培

训班在太原开班。培训班设置了“互联网时代下农村电商现状

及发展趋势”“短视频拍摄技巧与内容剪辑”“短视频运营实

操”“直播间场景搭建及带货技巧”等课程。阿里巴巴电商学

院院长、长治市武乡县上司乡岭头村“带货达人”郭晋平和学

员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学员们还实地参观了我省最大的

MCN 机构——山西晋商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这是我省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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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新农人、打造本土化网络直播队伍的新举措，也是助

力农产品销售新业态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的良好开端。 

7 月初到 8 月中旬，我省将开展“我的乡村我代言”百村

直播活动，省消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从全省择优筛选

100 个左右乡村旅游示范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鲜活

农产品特色村、精深加工产品重点村等和 100 名左右具有浓厚

乡土气息、有独特辨识度、有现代农业发展理念的新农人作为

“百村”代言人，组织“百村”及代言新农人拍摄短视频在山

西农业农村抖音平台进行集中展示宣传和直播带货擂台赛。 

今年以来，全省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把手机当成新农具，直

播当成新农活，流量当成新农资，展示乡土风貌的同时为当地

创收。今年 1-4 月，在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下，我省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 13.9 亿元，同比增长 63.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0.7 个百分点。 

【来源：山西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