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武政办〔2023〕28 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武汉市

现代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2023—2027 年)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加 快 推 进 武 汉 市 现 代 都 市 农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实 施 方 案

(2023—2027 年)》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实施。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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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2023—2027 年)

为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加快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特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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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依城发展、靠城致富”思路,以粮食

和“菜篮子”稳产保供为重点,以农业产业化、信息化为途径,以提

升农业科技为支撑,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的,构建“四链同构、三产

融合”的现代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格局,打造立足湖北、服务中部、

面向全国的现代都市农业全国标杆城市。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形成“一核、一园、六片区”的现代都市农业空

间布局,辐射引领周边现代都市农业强圈集群成带发展。 一核,即

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一园,即一个市级农产品加

工园区;六片区,即六大农旅融合发展集中片区,因地制宜培育做

强农业主导产业(产业分布图详见附件 1),推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到 2027 年,现代都市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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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基本成型,“江城百臻”区域公用品牌享誉全国,将武汉打造

成为全国重要生态食品城和休闲旅居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2),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初步建成。

二、重点任务

(一)强化保供惠民,加快推动“菜篮子”工程建设

1. 建设优质“菜篮子”产品供应地。 推动设施蔬菜基地建设,

重点建设 300 亩以上规模的蔬菜标准化园区示范基地,全市设施

蔬菜面积稳定在 10 万亩左右。 建设标准化畜禽规模养殖基地、高

效设施渔业示范基地,争创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示范区。

鼓励商贸流通保供主体特别是国有大型商超在武汉都市圈和省外

城市共建“菜篮子”保供基地。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

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2. 高水平建设农产品流通网络。 加快田头小型仓储保鲜冷链

设施、产地低温直销配送中心建设,全市每年新建或者改扩建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30 个以上。 推进全国农产品流通中心

建设,重点建设农产品集散地,支持农副产品大市场提档升级,支

持新洲区建设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 拓宽产销对接渠道,构建立

足武汉都市圈、辐射区域的农产品营销网络。 加快打造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综合性农产品交易平台和综合性商品交易中心。 (责任

单位: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

供销社,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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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焦加工升级,引领农产品加工提质增效

1. 保障加工原料量足质优。 实施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培育推

广粮油、蔬菜、畜禽等加工适用型品种。 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前

端延伸,加强与重要农产品产区合作,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原料供应

基地。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市场监

管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2. 建设完善产地初加工设施。 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

中小微企业等主体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配套建设初加工设施,

提升农产品产地商品化处理水平,降低农产品产后损失率。 (责任

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各有关区人民

政府)
    

3. 推动精深加工提档升级。 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快技术改

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加快发展各种休

闲食品、预制菜肴、功能性食品和生物产品等,提高农产品及加工

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实现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

节增值。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自然

资源规划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4. 促进预制菜产业发展。 建设一批预制菜产业园和中央厨房

产业园,支持企业构建中央厨房,推出筵席、家宴、学生餐等团餐类

型,研发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制菜品。 推动预制菜消费市场发展,

构建企业端食材一体化供应、消费者端产品多元化消费格局。 (责

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经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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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规划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5. 推进食品细分化发展。 树牢大食物观,依托武汉食品科研

院所等平台资源,加强食品学科与产业需求对接,推进食品细分

化、多元化发展,鼓励食品龙头企业从口感、营养、健康等方面入

手,开展功能性食品研发。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

市经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三)突出研发创新,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1. 充分发挥武汉农创中心平台作用。 依托农业农村部分子育

种、微生物农药创制实验室及华中动物生物制品、生物基因指纹鉴

定国家级公共研发平台,发挥院士专家团队领军作用,加强生物种

业、高抗疫苗、多倍体育种、高效酶制剂等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培育一批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

科技局、市经信局、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农科院,东湖高新区管

委会)
    

2. 加强农产品加工技术装备创制。 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

融合,攻克农产品加工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加工、包装、生物和信息

技术集成应用力度,创新绿色加工技术。 鼓励大型加工企业研发

创制食品定量包装、连续灭菌与食品加工前处理等设备。 (责任单

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3.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依托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

油料所、市农科院、湖北洪山实验室等高校科研院所,举办科技成

果供需对接会,提高先进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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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2%以上。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加大涉农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农业

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市农科院,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4. 推进农业数字化建设。 将数字技术嵌入从田间地头到消费

终端供应链管理全过程,实现产业链整体转型提升。 大力发展智

慧农业,打造全国领先的智慧农业综合示范区 1—2 个,建设数字

蔬菜基地、数字渔场、数字畜禽养殖场 30 个以上。 整合涉农数据

资源,建设市级农业大数据平台,构建农业产业信息 “一张图”。

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责任单位:市委网信办,

市农业农村局、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各有关区

人民政府)

(四)转变发展方式,形成多元发展合力

1. 打造农业新“三品一标”发展模式。 加快推进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建设,建立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化体系。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建设一批良种繁育基地。 加强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 加强农业品牌建设,做精做优一批特色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建立品牌集中推介机制,支持开设“江

城百臻”品牌体验店、智能售货点及电商平台,打响“本真武汉味”

市场影响力。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科技局、市

市场监管局、市文旅局,武汉农业集团,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2. 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现代都市农业建设。 扶持壮大一批农业

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流通头部企业,支持企业上市融资。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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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行动,提高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效能。 鼓励乡创客、网创客、智创客返乡入乡创业,拓展乡村

振兴人才导流回乡工程。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资

产入股或者合作方式兴办现代都市农业。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市乡村振兴局、市人社局、市地方金融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3. 构建利益联结共富模式。 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形成头

部企业牵引、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跟进、小农户和上中下游经营

主体参与的利益共同体。 引导社会资本与农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

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市乡村振兴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五)拓展农业功能,构建景城乡融合新格局

1. 精准定位“农业+文化”主题。 各区结合实际凝炼乡村文化

主题,打造“木兰故里,山水黄陂” “诗画田园,生态江夏” “问津千

年,花样新洲”“临空之都,梦里水乡”“知音故里,休闲乐园” “智慧

农都,动感车城”等特色品牌,形成各有千秋、相互协同的发展格

局。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2. 丰富休闲体验产品。 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依托农业

农村特色资源,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提升乡村多元价值。 促进“农

文旅”深度融合,重点提升紫薇田园、木兰花乡等都市田园综合体

功能。 加快“农康旅”融合发展,构建“医、游、食、养”一体的现代

“生态+大健康”产业体系。 推动“工农旅”创新融合,建设科教基

地、实践基地、观光工厂、生态休闲、渔业综合体等项目。 (责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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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文旅局,各有关区人民政

府)
    

3. 提升乡村休闲游发展水平。 加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提高休闲农业品质。 构建乡村休闲旅游业态体系,打造一批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和省级休闲农业重点园区,形成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集群,推进乡村休闲游全域化、乡村产业结构多元化和乡村消费业

态多样化发展。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

文旅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六)共谋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1. 发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 重点开展秸秆机械化还田、收储和“五化”综合

利用,完善农牧结合的“猪沼果(菜)”生态模式,提高农业资源综

合利用效率。 推广生态健康种养殖模式,打造生态循环示范基地,

形成现代都市农业减排固碳“路线图”。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2. 推广绿色生产经营方式。 加强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

推广高效施肥施药方式,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深化商品过度包

装全链条治理,探索开发农业碳汇项目,推动农业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发展。 开展生态价值核算,探索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市科技

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3. 加强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 深入开展长江十年禁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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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主体,人工驯化养殖长江刀鱼(长颌鲚)、

江团(长吻鮠)、草鳊(长春鳊)、土憨巴(沙塘鳢)等野生鱼,持续开

展增殖放流活动,恢复补充鱼类种群数量,改善优化水域群落结

构。 加强“数字江豚”生态建设,推动打造“数字江豚”武汉城市文

化 IP。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各有

关区人民政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共同推进现

代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成立由分管市领导为组长、市直各相关

部门单位和有关区为成员的现代都市农业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在市农业农村局办公,统筹指导全市现代都市农业发

展,建立督导考核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细化目标任务,切实推动各

项任务落实落地。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直各相关部门和

单位,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二)完善扶持政策。 加强现代都市农业财政支持力度,统筹

各级财政涉农专项资金。 落实税费减免政策,优化地方政策性农

业保险。 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涉农信贷金融产品,创新资本投融资

模式,发挥农业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和科创基金作用。 在符合国土

空间规划和耕地保护政策的前提下,优先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合理用地需求,市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安排不少于 5%的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新编区镇 (街道) 国土空间规划安排不少

于 10%的建设用地指标。 落实和完善“点状供地”、设施农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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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市地方金融局,市税务局,武汉农业集团,人行武汉分行营管部,各

有关区人民政府)

(三)强化“双招双引”。 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农业头

部企业,建立市级农业项目库,密切跟踪项目进度。 加强招才引

智,开展“专业人才智汇基层” “乡村振兴院士行”等活动,完善专

业技术人才服务乡村激励机制,每年培育优秀现代农业人才 50

名。 落实人才政策,强化“引育留聚”人才效应。 (责任单位:市人

才工作局,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公安

局、市房管局,人行武汉分行营管部,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四)加强宣传推介。 大力推介武汉良好资源条件和优惠政

策,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建设。 加强线下线上联动宣传,引导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提升武

汉现代都市农业品牌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

部,市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区人民政府)

附件: 1. 重点产业分布图
        

2. 武汉现代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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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点产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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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武汉现代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表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2022 年
基数值

2023 年
目标值

2025 年
目标值

2027 年
目标值

指标
属性

粮食安全
保障及

农民收入
水平

“菜篮子”
产品保供

能力

1 农业总产值 亿元 836. 72 902 ≥960 ≥1000 预期性

2 粮食播种面积 万亩 218. 13 217. 8
完成

省政府
下达目标

完成
省政府

下达目标
约束性

3 粮食总产量 万吨 89. 88 90
完成

省政府
下达目标

完成
省政府

下达目标
约束性

4 高标准农田面积 万亩 237 241 251 262 约束性

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元 29304
与经济

发展同步
增长

与经济
发展同步

增长

与经济
发展同步

增长
预期性

6 农业标准化生产面积 万亩 220 225 230 230 预期性

7 蔬菜播种面积 万亩 279. 93 270 270 270 预期性

8 其中:设施蔬菜生产面
积

万亩 10 10 10 10 预期性

9 蔬菜总产量 万吨 841. 29 820 ≥840 ≥840 预期性

10 肉类总产量 万吨 20 22 25 26 预期性

11 高效设施渔业养殖面积 万立方米 27 30 32 33 预期性

12 水产品总产量 万吨 45. 3 46 47 48 预期性

13 武汉都市圈共建菜篮子
基地

个 0 5 8 12 预期性

14 汉产预制菜市场占有率 % 9. 5 15 20 23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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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2022 年
基数值

2023 年
目标值

2025 年
目标值

2027 年
目标值

指标
属性

三产融合
发展水平

15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亿元 2985. 33 3050 3300 3500 预期性

16 市级农产品加工园区 个 0 1 1 1 预期性

17 鲜活农产品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数量

个 70 100 160 220 预期性

18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亿元 314. 04 330 350 360 预期性

19 涉农企业出口创汇额 亿美元 2. 1 2. 2 2. 8 3 预期性

20 市级田园综合体 个 4 8 12 12 预期性

21 休闲旅游精品线路 条 6 7 10 15 预期性

22 乡村休闲游接待人数 万人次 5367. 71 5500 5900 6300 预期性

23 乡村休闲游综合收入 亿元 160. 65 165 200 230 预期性

24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个 339 359 >350 >360 预期性

25 市级示范合作社 个 238 260 >300 >330 预期性

26 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个 687 747 >800 >850 预期性

27 培育新型高素质农民 万人 13 13. 5 14. 5 15. 5 预期性

28 区域公用品牌 个 2 5 7 1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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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2022 年
基数值

2023 年
目标值

2025 年
目标值

2027 年
目标值

指标
属性

科技支撑
水平

绿色生态
发展水平

29 引进合作院士团队 个 12 14 18 20 预期性

30 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个 5 8 12 15 预期性

31 品种审定数量 个 25 35 50 60 预期性

32 培育新品种权证 个 14 16 20 25 预期性

33 科研成果推广辐射基地 个 35 39 45 55 预期性

34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 72. 5 73. 5 75 76. 5 预期性

35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

% 79 80 >80 >82 预期性

36 农产品 “三品一标” 品
牌认证数量

个 958 988 1008 1038 预期性

37 养殖尾水处理面积 万亩 6. 5 8. 7 28 32 预期性

38 化肥农药施用量 万吨 零增长 零增长 零增长 零增长 约束性

39 废旧农膜回收率 % 82 83 85 85 约束性

40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 % 75 77 80 80 约束性

41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 90 93 95 95 约束性

42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
覆盖率

% 50 52 55 55 预期性

43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86 88 90 90 约束性

44 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合
格率

% 99 99 99 99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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