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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平顶山市农产品品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 

 

农产品品质提升是推动农产品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的关

键举措，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

重要抓手。为深入贯彻中央文件精神，落实农业农村部、省农业

农村厅统筹推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两个“三品一标”部署要求，

实施农产品品质提升行动，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保供固

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工作定位，对标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需求，

以提升农产品品质和特色为目标，坚持标准引领和创新驱动，围

绕优良品种、绿色技术、标准体系、品质评价、分等分级等关键

环节，聚集资源要素，强化科技支撑，突出集成示范，实施效益

评估，不断创新技术模式和发展机制，建立完善农产品品质保障

体系，为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原则 

——坚持标准引领。以安全、绿色、优质、营养为梯次，建

立健全绿色优质农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加快农产品品质指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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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标准研制，推动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实施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打造高标准引领品质提升示范典型。 

——坚持绿色导向。始终将绿色生态作为高品质农产品底

色。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创新绿色发展模式，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

化。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基础

理念不动摇。在注重保护传统特色品种和耕作方式的基础上，集

成创新先进绿色生产技术，推动农业生产专业化、标准化、集约

化，使其焕发新生机。 

——坚持系统提升。围绕全产业链条，以优良品种、产地环

境、生产模式、品质评价、包装标识等为重点，全面提升农产品

优质化、特色化水平。加强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管理，培育发

展地理标志农产品，强化农产品质量监管。 

三、工作目标 

围绕农产品品质提升，培优不少于 5 个区域特色品种，推广

应用绿色生产技术，构建不少于 5 项农产品特征品质指标体系，

制修订不少于 5项区域性生产操作规程和质量等级标准，积极布

局建设优质农产品科技成果转化试验站。到“十四五”末，通过

技术集成和模式创新，构建一套标准化引领品质提升的技术模式

和推进机制，让品质提升可量化、可评估、可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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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重点 

（一）培优区域特色品种。以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为主

要依托，坚持种质保护与品种培优相结合，挖掘传统品种优良基

因，开展地区特色品种提纯复壮，加强适用于减肥减药、生态循

环等绿色生产方式种质种苗的选育培育，培优推广一批区域优良

品种。建设一批特色品种繁育基地，提升特色农产品苗种的供给

能力。 

（二）集成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引导生产基地与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合作，强化多学科融合和产学研协同创新，集成研发推

广一批产地清洁、品种培优、节水灌溉、减肥减药、统防统治、

绿色防控、废弃物循环利用、农产品收储运和加工等绿色生产技

术模式。支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基地全面推行种养结

合、农牧循环等绿色清洁新模式。 

（三）编制区域性生产操作规程。支持各县（市、区）结合

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聚焦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主导产业，

因地制宜制定区域性生产操作规程，组织编印科普手册、明白纸、

操作卡、挂图和风险防控手册。推动操作规程“进企入户”，加

强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的标准化生产培训，

提升按标生产意识和水平。 

（四）构建特征品质指标体系。支持各县（市、区）选取典

型品种，突出特色风味、口感和营养品质，通过比对分析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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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指标参数和先进标准，结合现代检验检测手段，挖掘农

产品特征品质指标，构建与国际接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农

产品品质指标体系。组织开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特征品质

评价和指标监测，建立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数据库。 

（五）开展品质提升集成示范。聚焦地方主导产业和特色农

产品，发挥科研院校、农技推广、企业的科技研发、生产实践、

技术集成、示范推广的优势，以优质农产品基地为主要载体，围

绕品质提升，加强优良品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品质评价等

集成示范。在重点地区，布局建设一批优质农产品科技成果转化

试验站，加强技术性能评价和生态效益评估。 

五、实施方式 

围绕重点任务，采取“边试验、边集成、边示范、边推广”

的模式，总结凝练农产品品质提升技术模式和推进机制，遴选发

布和示范推广一批有影响力的技术成果和典型模式。 

（一）制定方案。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落实农

业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市农业农村局方案要求，细化各地工

作方案，积极开展农产品品质提升行动。 

（二）实施推进。培优区域特色品种，由农业农村部相关单

位牵头协调、省厅推荐，各有关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配合

实施。按照“省级推荐、专家评审、部级发布”原则，各县（市、

区）要积极开展相关评估验证和成果推荐。经农业农村部评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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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适当形式发布有关成果。 

（三）示范推广。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开展相关工

作并加强推广运用，引导当地企业、基地和农户应用新品种、新

技术，提升服务水平，并做好总结报送。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各县（市、区）农产品“三品一

标”领导小组作用，加强统筹协调，构建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

工作格局。按照部级任务牵头单位制定的目标任务、具体措施、

技术路线和进度安排，抓好工作推进，强化任务落实。 

（二）加强政策扶持。各有关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要

依托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等有关项目资金，开展农产品品质

提升的研究、评审、推广和示范应用等工作。强化信息共享，支

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扩大信贷规模，支持农产品品质

提升。 

（三）加强应用推广。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

有关技术单位、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参与试验研究和示范推

广，加快推进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支持科研机构开展创

新研究，加快选育突破性品种，创新绿色生产技术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