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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在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种业

振兴大会结束后，全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

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农村工

作会部署，总结去年工作，安排部署全年农

业农村重点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陈林强讲话。

会议指出，2021年，全市农业产业发展

确立新思路，认真探索实践符合吕梁实际

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发展路径，在全市

架梁立柱、把脉定位、整体规划农业产业布

局下，明确了“生猪、肉牛、食用菌、杂粮、马

铃薯、药茶、红枣、核桃”为引领的农业农村

优质高效发展的八大支柱产业，创新性提

出了“链条、规模、科技、标准、品牌、数字、

联盟、集团”八条产业发展路径。主要指标

在全省排名实现新提升。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幅 10.3% ，排名全省第 6，为近

10年新高；粮食总产 9.73亿公斤，总体保持

稳定；肉蛋奶产量增幅 20.43%，保持高位增

长；十大产业集群产值、龙头企业销售收入

均位居全省前列；一产增加值增速排名全

省第 9，摆脱了全省倒一的不利局面；一产

固投同比增长 26.9%，排名全省第 7；高标

准农田建设 2019、2020 年度建设任务全

部完成，2021 年度任务超省定目标 23 个百

分点；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全面完成，新

建户厕超省定任务 3个百分点；高素质农民

培训全省任务最多、进度最快，首次将课堂

搬到 985 农业高等院校，受到省厅通报表

扬，考核为优秀。产业集群化发展迈出新

步伐。积极构建吕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认定省级产业示范联合体 16 家，临县青塘

村入选全国第 11 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文

水保贤村被评为 2021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十亿元强镇；生猪产业异军突起，7 个重点

县整合资金 4.24 亿元，实施承载项目 685
个，全市能繁母猪存栏突破 20万，出栏产能

突破 400 万；食用菌规模达到 1.25 亿棒，

带动 5.5 万户农民户均增收 1 万元以上；全

省率先组建中阳木耳、交口香菇、方山肉牛

品种改良、汾阳有机肥料 4个市级产业研发

推广中心，独家启动《有机旱作农业标准化

生产技术集成》编写工作。生猪、山菌、肉

牛 3 个地方区域公用品牌商标注册被国家

知识产权局正式受理；组建润农科技公司，

通过全资、合资方式成立子公司 7 个，落地

项目总投资达 13亿元。

会议指出，今年全市农业工作坚守稳

粮保供底线，坚持八条发展路径，打造八大

产业集群，建设美丽幸福乡村，确保农业稳

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粮

食面积稳定在 500 万亩左右、产量 20 亿斤

以上，肉蛋奶产量增长 15 以上，农村居民

收入增长 8以上、一产增加值增加 9 以上、

一产固投增长 10以上。

会议强调，全市农业农村工作要围绕

稳粮保供底线，突出抓好“三件要事”。一

是要千方百计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全力加

快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生产能力，用

好用足扶持政策，确保粮食面积和产量稳

定。二是要推进一批重点工程，稳定生猪

产能，落实一批重点项目，提高肉蛋奶生产

能力，建设一批规模基地，促进设施农业发

展，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持续整治私屠滥

宰，提升“菜篮子”产品供给能力。三是要

启动种业振兴规划制定，持续抓好重点项

目实施，持续做好主推品种技术推广，加大

种业振兴推动力度。

会议强调，全市农业农村工作要围绕

八大产业集群，聚力抓实“六个关键”。一

是要壮大一批市场主体，培育一批智慧农

业试点，打造一批一二三产融合样板，推进

全链条发展。二是要聚焦增量提质，提升

组织化程度，启动示范园建设，推进规模化

提升。三是要健全规划体系、标准体系，推

进标准化生产。四是要持续开展区域品牌

创建、不断加大市场营销力度，推进品牌化

建设。继续推进产品认证。五是要加大科

技人才培育，深入开展“三队”包联，推进科

技化进程，强化产业研发创新。六是要实

施好生物质取暖工程，推进绿色化发展。

会议强调，全市农业农村工作要围绕

乡村建设和治理，重点完成“四项任务”。

一是要接续推进“厕所革命”。今年，全市

要重点完成 20702 座户厕改造、8148 座问

题整改和 8000 座 ECO 特种生物方便器

推广任务。在问题厕所整改方面，要逐项

整改销号，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既要用得

好，又要用得久。二是要深入推进农村改

革。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创造，夯实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硬基础”与“软环境”。

推进三支队伍改革，农业生产托管，农业机

械化作业等工作。三是要加快推进灾后恢

复重建。全面做好水毁农田、养殖圈舍、设

施大棚、水利等农业生产设施修复提升和

防涝配套设施建设，建立完善救灾物资储

备多渠道保障机制，进一步补齐防灾减灾

短板。四是要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把

农村移风易俗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建设文

明乡村、增进民生福祉的大事要事，大力推

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新风

尚，多形式、多层次、多维度展示农民精神

新风貌，展现乡村文明新气象。

会议还就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和党风廉

政建设做了要求。

3 月 11 日，全市生猪产业集群化

发展座谈会召开。副市长油晓峰出席

座谈会并讲话。市农业农村局、乡村

振兴局、财政局、发改委、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生态环境局 6 个市直单位负

责人，临县、兴县、石楼县、岚县、方山

县、中阳县、交口县 7个生猪产业发展

重点县政府分管领导、县农业农村局

长或畜牧中心主任，以及市润农科技

公司、大象农牧公司、交口百世食安公

司、中阳厚通公司和吕梁市生猪产业

联合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林强通报了

2021 年全市生猪产业集群化发展情

况。2021年，我市抢抓全国生猪产业

由东部向西部转移的发展机遇，将生

猪产业列入全市农业八大产业之一，

并率先全产业链推进生猪产业集群化

发展。一年来，克服市场波动、生猪价

格低迷、非洲猪瘟疫情等不利因素的

影响，全市生猪产业发展显现出较强

的发展态势。截至 2021年 12月底，全

市生猪存栏 178.31 万头、出栏 227.95
万 头 ，较 2020 年 分 别 增 长 49.36% 、

47.05%，在全省的排名从第五跃居到

第二，生猪产业实现了稳中有进、强势

发展。全市能繁母猪存栏达到 21.24
万头，出栏产能达到 403.77万头，生猪

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为 2022
年全市生猪出栏产能达到 500万头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

座谈会上，七个生猪产业发展重

点县分别汇报了生猪产业发展情况；

相关企业汇报生猪产业重点项目建设

情况。

最后，副市长油晓峰就推进全市

生猪产业集群化发展作了讲话。一是

要研判形势，坚定信心不动摇。要清醒

认识到我市生猪产业发展仍存在着养

殖体量不大、龙头带动能力不强、全产

业链集群发展不高等问题，进一步坚

定生猪产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逆势

而上，抢占市场，做大做强生猪产业，

为实现生猪集群化发展打好基础。二

是要明确任务，坚持干劲不放松。对标

对表《吕梁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的加快生猪产业集群化发展，到年

底全市能繁母猪存栏要达到 30万头、

生猪出栏产能要达到 500万头的目标

任务，明确目标，强化责任，做到目标

不变、任务不减、标准不降，全力推进，圆满完成全市生猪集群化发展

的既定目标任务。三是要围绕目标，狠抓项目不动摇。围绕完成全市生

猪出栏产能达到 500万头的发展目标，精准发力，分类制定切实可行的

推进计划，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加快推进项目开工和施工。

四是要落实举措，保障政策不落空。在足额保障资金，落实扶持政策上

下功夫，列出生猪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足额保障生猪产业发展。加强与

省神农、市润农等国有股份公司合作，筛选新建一批高标准的生猪养

殖项目。同时要积极吸引社会资本、盘活村集体及农户资本共同发展

生猪产业。全面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市关于生猪产业发展的养殖用地、

良种补贴、贷款贴息、政策保险、农机补贴、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扶持政

策，特别是要落实好养殖用地、金融和保险政策。努力提高生猪政策性

保险覆盖面，积极探索推行生猪“养殖+价格”保险，增强抵御市场风险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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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召开

接续推进接续推进““厕所革命厕所革命””

深入推进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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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市抢抓全国生猪产业由东部向西部转移的发展机

遇，将生猪产业列入全市农业八大产业之一，并率先全产业链推

进生猪产业集群化发展。克服市场波动、生猪价格低迷、非洲猪

瘟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全市生猪产业发展显现出较强的发展

态势。

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全市生猪存栏 178.31 万头、出栏

227.95万头，较 2020年分别增长 49.36%、47.05%，在全省的排名

从第五跃居到第二，生猪产业实现了稳中有进、强势发展。全市

能繁母猪存栏达到 21.24万头，出栏产能达到 403.77万头。

◎七个生猪产业发展重点县生猪存栏 111.79 万头、出栏

141.25万头、出栏产能 317.61万头，占全市的比重分别为 62.69%、

61.96%、78.66%，其 中 ：能 繁 母 猪 存 栏 15.88 万 头 ，占 全 市 的

74.80%。

◎七个县共谋划实施重点项目 15个，项目全部完工后，可

新增能繁母猪存栏 12.6 万头、生猪出栏产能 148.25 万头，对

2022年全市能繁母猪存栏达到 30万头、生猪出栏产能达到 500
万头的目标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策扶持：
市级切出 1亿元产业资金,注入市润农科技公司，用于生猪

产业发展。县级累计整合筹措各类涉农资金 4.75亿元用于生猪

产业发展，其中：兴县 1 亿元、岚县 2 亿元、石楼县 1 亿元、临县

0.55亿元、中阳县 0.1亿元、方山县 0.1亿元。兴县还发动社会企

业筹资捐助 8500万元。

2021年全市生猪产业
集群化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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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千方百计扩大

粮食种植面积，全力加快高

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生

产能力，用好用足扶持政

策，确保粮食面积和产量稳

定。二是要推进一批重点

工程，稳定生猪产能，落实

一批重点项目，提高肉蛋奶

生产能力，建设一批规模基

地，促进设施农业发展，查

办一批大案要案，持续整治

私屠滥宰，提升“菜篮子”产

品供给能力。三是要启动

种业振兴规划制定，持续抓

好重点项目实施，持续做好

主推品种技术推广，加大种

业振兴推动力度。

——吕梁市2022年农业农村工作图解

围绕八大产业集群
聚力抓实“六个关键”

一是要壮大一批市场主体，培育一批智慧农业试点，打

造一批一二三产融合样板，推进全链条发展。二是要聚焦增

量提质，提升组织化程度，启动示范园建设，推进规模化提

升。三是要健全规划体系、标准体系，推进标准化生产。四

是要持续开展区域品牌创建、不断加大市场营销力度，推进

品牌化建设。继续推进产品认证。五是要加大科技人才培

育，深入开展“三队”包联，推进科技化进程，强化产业研发创

新。六是要实施好生物质取暖工程，推进绿色化发展。

围绕乡村建设和治理
重点完成“四项任务”

一 是 要 接 续 推 进“ 厕 所 革

命 ”。 今 年 ， 全 市 要 重 点 完 成

20702 座户厕改造、8148 座问题

整改和 8000 座 ECO 特种生物

方便器推广任务。在问题厕所整

改方面，要逐项整改销号，建立长

效管护机制，既要用得好，又要用

得 久 。 二 是 要 深 入 推 进 农 村 改

革。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创造，夯

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硬基

础”与“软环境”。推进三支队伍改

革，农业生产托管，农业机械化作

业等工作。三是要加快推进灾后

恢复重建。全面做好水毁农田、养

殖圈舍、设施大棚、水利等农业生

产设施修复提升和防涝配套设施

建设，建立完善救灾物资储备多渠

道保障机制，进一步补齐防灾减灾

短板。四是要持续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把农村移风易俗作为促进乡

村振兴、建设文明乡村、增进民生

福祉的大事要事，大力推行“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新风

尚，多形式、多层次、多维度展示农

民精神新风貌，展现乡村文明新气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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