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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农字〔2024〕30号 签发人：王庆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090号提案的答复

刘喜存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大力发展农业特色

产业”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促进市场主体培育高质量发展工作，

深入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强化指导服务，落实政策

举措，推动全市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

断发展壮大。

一、发展现状

目前，全市纳入名录系统家庭农场 2.2 万余家，工商注册

家庭农场累计 7798家，呈现加速发展势头，其中省级示范农场

59 家，位居全省前列、豫北首位；全市农民合作社登记注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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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13337 家，今年新增 70家，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其中，国家

级示范社 36家，省级示范社 83家，市级示范社 646家；全市市

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40家，其中省级 65 家，国家

级 4家，省级以上数量全省第六，继续位居全省前列。

二、主要工作

（一）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推动家庭农场数量质量双提

升。一是强化组织推动。出台《关于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实

施意见》，建立由市委农办牵头，市农业农村、财政、自然

资源等 11 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将家庭农场发展

情况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压

实部门和地方责任。二是完善服务管理。加强家庭农场名录

系统管理，提升管理服务信息化水平。开展家庭农场“随手记”

记账软件免费推广工作，便利农场主规范化记账。推行家庭农

场“一码通”管理服务制度，实行“一场一码、一码关联”，帮

助家庭农场提升知名度和获客便利度，方便提供技术支持、

市场营销、金融保险等精准服务。组建专家指导组，分包县

（市、区）开展夏粮秋粮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

三是突出发展重点。引导符合条件的规模农业经营户转化为

家庭农场，支持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等创办家

庭农场，鼓励加入农民合作社的农户和有稳定务农意愿的小

农户发展家庭农场，不断壮大发展规模。目前全市纳入名录

系统家庭农场 2.2 万家，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家庭农

场 7798 家。四是开展示范创建。组织开展省、市、县三级

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和监测，引导其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



— 3 —

用先进技术、实施标准化生产、纵向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以及带动小农户发展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全市累计创建县

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564 家，位居全省前列。五是加大政策

扶持。近年来共争取中央资金 350 余万元，累计支持 50 余个

示范家庭农场应用先进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绿色

标准化生产等，提升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争取奖补资金

1026 万元，支持示范家庭农场参与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建设。优先将示范家庭农场主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现代创

业创新青年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等，累计培

育高素质农民 1.2 万人次。用好丰收担、惠农担、生猪担、

稳粮担等普惠性担保产品，以及“豫农担·救灾贷”、惠农贷等

优惠信贷产品，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难题。通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全市累计授信总数 3407 笔，授

信总额度 7.5亿元，有效缓解融资需求。

（二）开展规范提升行动，促进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一

是开展示范创建。深入推进国家、省、市、县级示范社四级联创，

开展国家、省级示范社动态监测，培育一大批制度健全、管理规

范、带动力强的示范社。因地制宜探索农民合作社多种发展模式，

总结推广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二是引导规范管理。引导农民合

作社完善章程制度，健全组织机构，规范财务管理，合理分配收

益，提升运营管理规范化水平。推广使用农民合作社财务管理软

件、数字化治理平台、惠农合作应用程序，提升经营服务信息化

水平。三是落实政策扶持。去年以来，共争取合作社发展资金

800余万元，支持合作社规范提升，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和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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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全市合作社现有成员及带动农户 54.3 万户，占全市农户

总数的 65%以上。争取奖补资金 1026 万元，支持示范合作社建

设冷藏保鲜设施。辅导合作社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等事项，

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四是构建服务体系。健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辅导员队伍，开展“千员带万社”行动，鼓励依托社会力量建

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中心。五是加强宣传培训。组织合作社

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参加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

提升技术水平和经营能力，两年来共培训 2900余人次。

（三）强化政策扶持，推动龙头企业提档升级。一是加强龙

头企业监测认定。已初步形成了由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为骨干、

市级龙头企业为重点，覆盖全市的龙头企业群体。全市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40家，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 47家，

10 亿元以上企业 8家。二是坚持集群化规模化发展。以省级龙

头企业为核心，集聚上下游产业要素，积极打造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目前认定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9个，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3个，辐射带动农户 12万户。三是积极开展“万

人助万企”。定期摸排调研，搜集建立“万人助万企”活动问题清

单。编印宣传图册，推介企业优质产品。四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效能。通过农业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农业产业强镇、产地初加工

等资金项目支持相关龙头企业发展。2022 年以来，争取延津花

生特色产业集群项目资金 1011万元；争取原阳肉羊特色产业集

群项目资金 2200万元；争取卫辉卫红花怀药特色产业集群项目

资金 1600万元。

（四）创新社会化服务方式，促进服务主体融合发展。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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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模式多样化。根据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需求，积极采用服务

主体+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服务主体+合作社+农户、服务主体

+公司+农户等多元化服务模式，为农户提供单环节、多环节和全

程托管等多种托管方式，真正做到服务农村、发展农业、造福农

民。二是服务链条一体化。按照“平时服务、急时救灾”原则，率

先在原阳县阳阿乡，投资 2000余万元建立了“耕、种、管、收、

烘、储、售”全链条一体化区域性综合服务站，为全省农业综合

服务站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新乡样板”。三是服务主体联

合化。坚持要素集聚，鼓励服务主体强强联合、多方合作，组建

新型服务组织，打造覆盖全产业链的服务组织体系；支持服务主

体与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组建服务型联合体，延伸

服务链条；鼓励服务主体主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服务

能力水平。

目前，全市共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4741 家，生产托管服

务面积 1965.82万亩次，其中耕作方面服务粮食作物面积 427.79

万亩次，服务小农户面积 343.42 万亩次；种植方面服务粮食作

物面积 458.3万亩次，服务小农户面积 371.26万亩次；防治方面

服务粮食作物面积 664.98 万亩次，服务小农户面积 563.24 万亩

次；收获方面服务粮食作物面积 502.18 万亩次，服务小农户面

积 417.02万亩次；全市服务小农户数量 55.06万户，主要农作物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7.05%以上。

三、存在问题

一是家庭农场经营水平仍偏低。规范化管理、集约化生产、

品牌化经营等方面还需持续提升。二是农民合作社发展势头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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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市场、土地、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农民合作社已步入稳步发

展阶段，发展数量难有大的提高，规范管理长效机制仍需健全完

善。三是农产品加工企业链条较短。农产品精深加工较少，产品

附加值不高，产业链条难以实现全覆盖。

四、下步打算

（一）加快家庭农场培育发展。加强指导服务，落实支持政

策，推动家庭农场数量增长质量提升。一方面，不断提升家庭农

场发展数量。重点发展“三个一批”，即：“转化发展一批”，引导

符合条件的规模农业经营户转化为家庭农场；“创办发展一批”，

支持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等创办家庭农场；“培育

发展一批”，鼓励加入农民合作社的农户和有稳定务农意愿的小

农户，提升经营水平，发展家庭农场，今年纳入名录系统家庭农

场持续增加，工商登记家庭农场力争突破 8000 家。另一方面，

引导家庭农场规范经营。开展省、市、县三级示范家庭农场创建

力度，注重以点带面，以示范促发展，引导其在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应用先进技术、实施标准化生产、纵向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

链以及带动小农户发展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明确一个方向—融入乡村

振兴，夯实农村产业基础，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围绕一条主线—

做大做强合作社，通过培训、宣传、项目、资金扶持等措施，培

育壮大龙头合作社，打造发展亮点；抓好五项重点—着力抓好领

域拓展、规范管理、政策扶持、服务体系、宣传培训等重点工作，

进一步增强农民合作社辐射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一个目

标—质量再提升，全市农民合作社总数稳定在 1.3万家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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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示范合作社数量持续增长。

（三）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深入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拉长产业链、提高价值链。在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的基础上，大

力培育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支持龙头企业主要通过“公司+

基地+农户”、“公司+农户+合作社”、“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

等模式与农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四）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作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之一，力争经过 5—10年努力，

基本形成组织结构合理、专业水平较高、服务能力较强、服务行

为规范、全产业链覆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2024年 7月 26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3696370

联 系 人：原亚飞

邮政编码：453000

抄 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