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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满廪实，“饭碗”装得更满、端得更牢；业兴民富，“钱袋”塞
得更鼓、填得更实；和美康宁，百姓幸福指数更高、干事劲头更
足……回望 2023 年，我市农业农村工作过程有力有序有效、成
果可喜可圈可点——

这一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重大
决策部署，统筹推进抓落实，主要指标稳居全省前列；

这一年，运城农业农村系统胸怀“国之大者”，千方百计稳面
积提单产，粮食生产再夺丰收；

这一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坚定实施“特”“优”战略，认真做
好“土特产”文章，转型发展有力有效；

这一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抓住两个“要害”，强化农业科技
和装备支撑，农业体系更加健全；

这一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深化农村改革，学习践行“千万
工程”经验，持续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这一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节庆活动不断，“国字号”项目荣
誉纷纷落地，现代农业建设成效卓著……

芝麻开花般的各项实绩，见证着我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铿锵步伐，也提振着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助
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信心。

牢记嘱托，忠诚践行运城农业担当

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村稳则天下安，农民富则国家盛。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抓紧抓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先后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统筹部署推进稳粮保供、产业振兴、乡村建
设等重点工作；出台《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实施方案》《运城市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运城市种业
创新攻关行动实施意见》等文件，强化保障、精准施策，为全市农
业农村工作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统计，2023 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 811.7 万亩、总产量
达 58.1 亿斤，同比分别增长 0.39%和 0.83%；蔬菜播种面积达 80
万亩，总产量达 250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3%和 6%；水产品总产量
达 2.69 万吨，同比增长 7%；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营业收入完
成 465.85 亿元，同比增长 32.28%；生猪出栏 225 万头，同比增长
9.6%，总量和增速均居全省第一；肉蛋奶总产量达 61.7 万吨，同
比增长 9.6%，总量排名全省第一，增速排名全省第三。2023 年
前三季度，全市一产增加值完成 244.8 亿元，增幅为 4%，总量排
名全省第一，增速排名全省第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12228 元，增幅为 8.0%，增速排名全省第六。2023 年 1 月至 11
月，一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9.72 亿元，增幅为 21.8%，总量排名
全省第二，增速排名全省第一……这一组组亮眼数据背后，凝聚
着广大农民的辛劳和汗水，镌刻着运城“三农”工作者的使命和
担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运城农业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

坚守底线，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担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一头连着国
家战略，一头连着百姓生活。2023 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胸怀

“国之大者”，千方百计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产，着力提高
粮食产能，夯实筑牢全市粮食安全根基。

加快推进黄汾百万亩粮食优质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建设，新建
11 个核心示范区，累计建设核心示范区 24 个，示范区总面积达
7.24万亩；基地粮食总产量达 10.01亿公斤，水地核心示范区逐步
实现亩产“吨半粮”，粮食种植效益亩超“双千元”，示范引领作用
初步彰显。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田间管理、技术推广、灾害预警等
工作，累计投入 10020万元对全市小麦、玉米实施“一喷三防”“一
喷多促”，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 12万亩，打好粮食丰收
基础。实施省级粮油绿色增产增效创建示范片 6个、部级绿色高
产创建项目 2个、有机旱作项目 2个，建设有机旱作小麦基地 4万
亩、粮食高产示范基地 10万亩。特别是在夏收关键时期，全市农

业农村系统全力应对“烂场雨”等自然灾害影响，检修调度各类农
业机具 6 万余台（件）、烘干设备 120 余台，组织群众“龙口夺食”。
经过广大群众的挑灯夜战、昼夜奋战，全市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

转型发展，做足做活“土特产”文章

转型发展是运城农业的必经之路。2023 年，全市农业农村系
统坚定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做足做活“土特产”文章，强龙头、
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培优育强特色产业，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壮大特优农业。聚焦“稳粮、优果、强菜、保畜、兴渔、促药、富
林”七大产业，打好特色优势牌，新建设施蔬菜基地 10170 亩，创建
省级蔬菜标准园 11 个、省级食用菌菌棒生产基地 3 个、省级蔬菜集
约化育苗场 1 个；大力推进实施设施渔业、供港蔬菜等“四南四北”
产业项目，打造“厚民晋茶”品牌，建设 4 个供港蔬菜基地，种植优
质水稻 6 万亩，全力推进省级重点项目运城海晟源新能源数字化
盐碱渔业养殖产业园、永济硕成渔业开张对虾养殖基地等工厂化
养殖项目投产达效；大力推进万荣、临猗、稷山 3 个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万荣、临猗 2 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及峨嵋岭绿色产业
示范带等项目建设，新绛县阳王镇、临猗县耽子镇、永济市栲栳镇
被认定为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夏县南大里乡成功获批创建国
家农业产业强镇。

做强工业农业。聚焦精深加工，创新“拳头产品”，提升链条价
值，全力推进优质果蔬、饮品酿品等五大产业集群建设，深入实施
预制菜产业培优、晋南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龙头企业贷款贴
息、示范联合体建设等项目；设立运城市农产品加工担保基金，首
批 3000 万元资金撬动 3 亿元信贷资金；2023 年全市农产品加工销
售收入完成 578.07 亿元，同比增长 13.59%；新增省级龙头企业 35
家，省级龙头企业累计达 141 家，新增市级龙头企业 62 家，市级龙
头企业累计达 398家。

打造品牌农业。坚持品牌强农，持续打造品质过硬、特色鲜
明、带动力强、影响力大的农业“金字招牌”。我市累计有 4 个农产
品获得有机农产品认证，230 个农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71 个农
产品获得“圳品”认证，47 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完成市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认定 20 个，数量均居全省前列；
临猗苹果连续 3 年进入区域品牌（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评估百强
榜，夏县西瓜品牌价值增长 18%，成为全国品牌价值最高的西瓜类
专业品牌，“运城苹果”“临猗苹果”“万荣苹果”“夏县西瓜”“绛县大
樱桃”5 个超亿元区域公用品牌脱颖而出、成色更足，品牌总价值
达 171.76 亿元，推动我市农产品品牌向价值链条和生产体系中高
端迈进。积极开展展销推介和贸易合作，先后组织 155家农业企业
积极参加第六届上海国际农博会、第二十届中国农交会、第八届山
西农交会等 10 场国内大型展示展销会，累计达成意向合作金额
26994.5万元；签约项目 33个，签约金额达 15554万元；参展产品共获
得 15个金奖，获奖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发展数字农业。加快推进运城农业信息化项目建设并加快运
营；持续推进乡村资产数字化服务平台有序运行，为农业农村发展
提供数字服务；大力推进新绛国家数字设施农业创新应用基地、万
荣数字农业、临猗数字果业等示范基地建设。坚持“线上线下同步、
市内市外同推”的方式，高度整合资源平台，引导农产品生产经营
企业开展农产品直播带货活动，培育一批本土优秀主播，有序有效
开展农产品营销工作，为“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赋能助力；先
后组织开展 20余场推介对接活动，总货值达 1.5亿元。

夯基固本，抓实抓细“两个要害”

粮为政首，地为粮本；粮安天下，种铸基石。2023 年，全市农
业农村系统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紧紧抓住耕地和
种子“两个要害”，加快推进种业强市、耕地地力提升建设，不断增
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种业翻身走强。坚持“藏粮于技”，围绕种业“一核心五基地”
建设，大力实施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研发、企业扶优扶强、种业提
升项目建设等行动，成功举办中国·新绛西葫芦种业大会，树立了

山西种业的“国字号”旗帜；落实国家、省区域试验任务 43 个区
组、426 个品种，建立省级展示示范评价基地 6 个。加快推进种业
基地建设，创建省级小麦种业基地 10 万余亩、玉米制种基地 1000
亩、大豆制种基地 2100 亩；永济、新绛、芮城 3 县（市）被认定为省
级小麦制种基地县，新绛县被认定为省级蔬菜良种繁育基地，万
荣县被认定为省级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永济市大象种禽有限公
司获批第二批省级良种扩繁推广基地；山西三联现代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的玉米品种“瑞普 909”单品种推广面积达 2000 万亩、
位居全国前三，入选 2023 年全国农业主导品种。

耕地质量大幅提升。坚持“藏粮于地”，全市共建设改造高标
准农田约 41.7 万亩，新增和恢复水浇地约 32.38 万亩；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 518 万亩，其中在永久基本农田中建成高标准农田 360
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 73.3%，占比在全省稳居首位。开展全
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全面启动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完成采样 5217 个样点；绛县入
选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县“优秀”等级名单。

健全体系，强化科技和装备支撑

2023 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坚持科技化、机械化、生态化发
展，不断健全农业生产体系，为农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强化科技兴农。建设科技示范基地 34 个。其中，区域科技
示范展示基地 1 个、粮食优质高产高效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14 个。
建设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 27 个，培育示范主体 2269 个，培训
基层农技人员 385 名，招聘特聘农技员 52 名。发布农业生产主推
技术 39 项，荣获第一届山西省农牧渔业丰收奖成果二等奖 2 项、
三等奖 1 项，11 人获得贡献奖，成功申报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与示范推广项目 1 个。组织市县乡三级 1877名农技人员进村入户
开展技术服务工作。截至目前，共开展政策宣讲活动 1692场次，宣
讲受众达 78481人，遴选适宜品种 312个（次），推广适用技术 366项

（次），技术指导服务经营主体 1637 个，解决农业生产难题 579 个。
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农民素养提升，全年培训高素质农民 9681人。

强化机械兴农。积极争取中央、省级农机购置补贴，全年共
补贴各类农机具 21843 台（件），受益农户达 20547 户；提档升级农
机化新型经营主体 3 个，建设农产品高标准产后初加工机械化示
范点 3 个、农业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基地 2 个；培育省级农机示范
合作社 4 个、示范家庭农场 2 个、示范农机大户 2 个。全市农机总
动力达 356.6万千瓦，综合机械化率达 78.08%。在新绛县举办全省
秋季农机化培训班，在夏县召开全省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现场观
摩暨农机农艺融合研讨会。

强化绿色兴农。成功举办全国零碳村镇项目技术培训班，芮
城县陌南镇东窑村庄上自然村被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农业农村部联合授予全国首个“中国零碳村镇示范村”称号，庄
上村“光储直柔”新型配电系统荣获第 28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能源转型变革者”典型项目；持续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深
入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完成肥料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三
新”示范 25 万亩；积极打造小麦、苹果、桃、黄芩 4 个省级高标准病
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全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为 92.3%；
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达 42.03%；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
盖率达 56.93%；农膜回收率达 89.24%；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4.51%。
山西瑞恒农业、芮城东恒农机入选第二批百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
绿色防控示范推广基地，稷山、临猗两县创建第四批国家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永济海景洲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山西薛公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成功入选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改革赋能，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023 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从农村实际
出发，试点先行、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全面推进农村各项改革，激
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加快推广应用乡村资产数字化服务平台。举办运城市壮大
村集体经济组织暨乡村资产数字化服务平台业务专题培训班，对
1050 个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开展培训；积极对接市行政审批服

务管理局数字服务中心，确保运城市农村宅基地数据安全、准确、
顺利上传至平台。截至目前，该平台为各类经营主体累计授信
1522 笔 2.02亿元，实际放款 1402 笔 1.61亿元。

稳慎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指导
绛县横水镇居太村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
作，共签订延包合同 312份，涉及地块 707块、面积 1725亩；组织绛
县郝庄乡南庄村开展第二批试点工作。编制印发《运城市“两山经
济”试点实施方案》，积极探索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盘活利用。

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托管试点。加快发展以农业生产托管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指导稷山县、新绛县做好全国农业社会
化服务创新试点。其中，新绛县珍粮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入选
2023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推动农业生产托管扩面提
质增效，完成 2022年度项目任务面积 35万亩，开展 2023年度项目
任务面积 80.74万亩，带动服务小农户 70万余户，面积约 700万亩，
实现了农业生产托管全覆盖，农业生产托管面积位列全省第一。

加快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深入构建村级集体经济
“1+4+N”工作体系，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全
市 2156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 10 万元，总收入达 10.58 亿
元，村均收入 49.05 万元，同比增长 6.5%，成效明显。其中，收入
1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村有 136 个，收入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村
有 9个，收入 1000 万元以上村有 4个。

学用相长，践行“千万工程”促和美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2023 年，
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硬件软件两
手抓、塑形铸魂齐推进”，不断在补短板、强弱项、夯基础上下功
夫，因地制宜纵深推进乡村建设水平，真正形成干干净净、整整齐
齐、漂漂亮亮、和和美美的村容村貌。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联合浙江大学开展全市农业农村
系统干部“千万工程”暨农业农村重点项目管理培训班，成功举办
全市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持
续推进厕所革命、污水治理、垃圾治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容村
貌整治提升“五大行动”，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完成农村户厕改
造 37163 座，全市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4.83%；153 个行政村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全部完工；持续开展全市村庄清洁行动，全
市共拆除废弃建筑、无保护价值残垣断壁 11379处；“三线”维护梳
理 21.3 万米，乡村绿化 2200.6 亩，宣传发动 64.14 万户农民参与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行政村比
例达 100%，覆盖自然村比例达 96%；谋划推进 65 个美丽乡村连片
示范建设。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获批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持续实施村庄道路畅通、农村供水
保障、数字乡村建设、农网巩固提升、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农村危
房改造等工程，建设“四好农村路”1220 公里，超额完成省定任
务 。 完 成 供 水 维 修 养 护 500 处 ，全 市 农 村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达
99.1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95.1%）。完成冬季清洁取暖改造
25669 户。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194 户，竣工率达 100%。全市电网
供电可靠率达 99.8%，重点村镇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

乡村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组织开展运城市乡村治理示范村
镇创建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观摩推进会，充分发挥示范
村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作用。运城数字治理成果亮相全国“耕耘
者”振兴大会，河津市樊村镇西磑村被授予五星级村庄称号；永济
市栲栳镇被认定为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平陆县张店镇
风口村等 3村被评选为 2023年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村；我市 4个乡
镇、40个村入选山西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示范村创建名单。

多管齐下，提升运城农业美誉度

巧打“节庆活动牌”是让运城农业迅速“破圈”的不二法门。
2023 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坚持把组织好重大活动作为打造样
板、宣传推介、招商引资、合作共赢、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重要
抓手，不断驱动农业产业快速发展。

以节庆活动促发展。联合中央电视台成功举办以“践行嘱托，

‘面’向辉
煌”为主题
的 2023 运
城小麦文化
节 暨 中 国 特
色面食名城推
介大会、《乡村
大 舞 台·好 物
节》运 城 专 场 和
中 国 面 食 预 制 品

（运城）高峰论坛暨
“运农优品”面食预
制品品鉴对接会，进一
步扩大了“运农优品”区
域公用品牌知名度，提高
了市场占有率。第三届运
城小麦文化节入选全国乡村
振 兴 品 牌 节 年 度 荣 耀 盛
典 —— 节 庆 品 牌 影 响 力 百 强
榜。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我市举
办“我在运城看丰收”短视频大赛，总
播放量达 7600 万次，有效为运城农产
品走向全国助力加码。

以省校合作促发展。全市与 44所国内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签约各类农业农村合作
项目 81个；甄选 100余种“特”“优”农产品走进 10
所高校；与高校共同举办推介、培训、对接、洽谈活
动 63场次，其中市级活动 13场，向全国各大高校输送
各类运城“特”“优”农产品 1.1万吨，总货值达 1.02亿元。

以招商引资促发展。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强预制
菜产业，开展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南征北战”专项行动，先后对接
河南双汇、卫龙、南街村、先正达（中国）上海总部、北京一亩田、中国
大饭店协会等精深加工企业、商会、协会，签约项目 9个、金额 35.9亿元，
落地项目 3个、金额约 2.3亿元，为产业发展增进活力。

辛勤耕耘，运城“三农”工作硕果累累

2023 年，我市成功举办全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大会、全国
零碳村镇项目技术培训班、中国·新绛西葫芦种业大会、全国“大豆科技月月
谈”学术交流会议、黄河流域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技术培训班等重要会议，
运城“三农”典型经验在全省、全国示范推广。

全市共争取到涉农“国字号”项目 45 个，13 项（名）工作及个人获国家级
表彰表扬，32 项（名）工作及个人获省级表彰表扬，乡村振兴实绩考核连续 4
年被评为“优秀”等次。临猗县、稷山县获批创建第四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万荣县入选“2023 年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名单，永济市被评为“全
国平安农机示范县”；稷山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被确定为 2023 年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全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会议在我市举办，我市相关工
作被农业农村部给予充分肯定并通报表扬；我市胡天妮获“全国农业农村劳
动模范”称号，许周获“全国农业农村先进工作者”称号；市农业农村局获评
2023 年度基层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先进单位，被山西省人民政府评为
2021—2022 年度山西省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由市农业农村局制作的《和美
乡村 法进万家》被评为全国农村学法用法优秀短视频，景鹏飞获评“全国
乡村振兴青年先锋”，赵晓春荣获山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这些

“国字号”项目和荣誉，将我市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蓝图绘就，正当扬帆破浪；重任在肩，更需策马加鞭。2024 年，全市农

业农村系统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
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工作总基调，
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运城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5周年。

芮城县庄上村被授予全国首个芮城县庄上村被授予全国首个““中国零碳村镇示范村中国零碳村镇示范村””称号称号 20232023··运城小麦文化节暨中国特色面食名城推介大会运城小麦文化节暨中国特色面食名城推介大会 ““夏县西瓜夏县西瓜””推介借晋粤农业合作交流暨推介借晋粤农业合作交流暨““有机旱作有机旱作··晋品晋品””宣传推介活动走进广州宣传推介活动走进广州 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显著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显著

数智赋能数智赋能““运城蔬菜运城蔬菜””

运城小麦喜获丰收运城小麦喜获丰收

挑灯夜战挑灯夜战 ““龙口夺食龙口夺食””

盐碱渔业创新发展盐碱渔业创新发展 黄汾百万亩粮食高产高效示范基地黄汾百万亩粮食高产高效示范基地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农技服务进村入户农技服务进村入户

全省小麦全省小麦““一喷三防一喷三防””技术培训大会在运城召开技术培训大会在运城召开

农业托管服务稳步实施农业托管服务稳步实施

全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会议在运城召开全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会议在运城召开

秸秆综合利用不断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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