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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篇辽宁篇

在迎接建党100周年之际，辽宁省副省长郝春荣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入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举全省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于险峰 张仁军

这里见证过华夏先祖的筚路蓝缕，也是解放战争
的战略决战地，是“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升起的地方”，红
色基因种子洒向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这里地处松辽平
原，是东北唯一的沿海省份，有14.8万平方公里的黑土
地，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绵延1300多公里的辽河水，
具有农业生产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里就是辽宁。
辽宁是工业大省也是农业大省，是我国13个粮食

主产省之一，是全国畜牧业、渔业、优质水果等优质特
色农产品重点产区和重要出口基地。辽宁的粮食产量
居全国第 12位，肉类产量居全国第 10位，禽蛋产量居
全国第 4位，奶类产量居全国第 8位，水产品产量居全
国第7位，农产品出口额居全国第6位。

长期以来，优秀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优质的农产
品，辽宁的米更香、果更甜、肉更嫩，海货更鲜、山货更
补，加工出来的产品营养更丰富，让人“爱不释口”。进
入21世纪，免除农业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农民人均
收入增速连年跑赢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消费
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辽宁农村居民生活实现了由贫困
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确保粮食安全，提升农业产能

刚进四月，地处辽宁最北端的昌图县就在全省率
先开犁。4月 13日，全省春耕生产现场会在昌图县召
开。“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安全是做好三农
工作的首要任务和永恒主题，习总书记来辽宁谈了五
大安全其中就有粮食安全，这是辽宁的政治任务。我
们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切实把黑土
地用好养好。确保粮食安全首先要保证粮食的种植面
积，今年我们提出的是保证 5291万亩以上，和去年比
是只增不减，有助于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压舱
石。”辽宁省副省长郝春荣说。

沈阳市切实把建设高标准农田作为巩固提升粮食
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把高标准农
田建设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等统筹推进。2020年完成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78.7万亩，投资总额 105487万元，
建设规模和投资额度均居全省首位。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的粮食生产水平稳步提高，
“菜篮子”产品不断丰裕，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
短缺到自给有余的历史性跨越。不仅跨入全国 13个
粮食主产省行列，而且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等
主要农产品产量也位于全国前列。

“十三五”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的时期，
全省粮食产量连续5年超过420亿斤，粮食年均综合产
能达到 464.3亿斤，比“十二五”增加 36.6亿斤，2019年
创下486亿斤的历史最高值。2020年全省粮食产量达
到 467.8亿斤，是历史第 3高产年，超额完成国家确定
的指标任务。

辽宁的设施农业从无到有，成为全国设施农业生
产大省，是全国重要的设施蔬菜反季节生产供应基地，
反季节蔬菜产量、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确保了北方地
区冬季蔬菜供应。1949年全省水果产量2.6万吨，1978
年全省水果产量增加到93.8万吨，到2020年水果产量
达851.3万吨。

“十四五”时期，辽宁规划实施优质粮食生产工程、
现代种业提升工程、耕地地力保护提升工程，开展打好
种业翻身仗行动、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全省
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达到
470亿斤以上。

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辽参、辽五味、辽育白牛、盘锦大米、大连大樱桃、
丹东草莓……这一个个“辽字号”优质特色农产品闪耀
华夏大地华夏大地。。

辽宁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辽宁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地处松辽平原地处松辽平原、、长长
白山余脉白山余脉，，濒临黄渤海濒临黄渤海，，海域广阔海域广阔、、海岸线漫长海岸线漫长，，可谓山可谓山
青水碧青水碧、、海陆相依海陆相依、、林泽相伴林泽相伴、、沃野千里沃野千里。。

郝春荣认为郝春荣认为，，辽宁农业的最大亮点在于辽宁农业的最大亮点在于，，把农民把农民
增收作为农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收作为农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产业因此在产业

发展发展上第一个还是推进供给侧改革，在保证粮食安全
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精品高效特色农业，比如发展大
樱桃、草莓、葡萄、绒山羊、辽育白牛等。这些产品市
场竞争力强、附加值高，为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辽宁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如何增加农民收
入，2006年 3月 23日，省委、省政府在沈阳召开全省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会议，把增加农民收入作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
解决农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农民收入
是否提高、生活水平是否改善作为检验农村工作成效
的重要标准，切实让农民群众真切感受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带来的实惠。

大连市的海参、鲍鱼、扇贝等特色海产品名扬中
外，大樱桃、蓝莓等水果“五朵金花”全面绽放，猪肉、鸡
蛋、鸡肉等优质畜禽产品走出大连远销国内外，这些优
势特色产业促进了农民增收。2020年，大连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1558元，增长7.9%，连续14年超过城
镇居民收入增幅。

辽宁把大力发展优质特色农产品作为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抓手，重点
发展粮食、蔬菜、水果、畜牧、水产、特色农产品等六大
优势产业，全力打造以优质农产品为特色的现代农业
生产基地。

辽宁将继续聚焦特色优势主导产业，优化区域布
局，拓展乡村功能，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围绕“一圈
一带两区”区域发展格局，推进农业发展主体功能区建
设。沈阳现代化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辽西融入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辽东绿色经济区按照各自产
业定位，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现代渔业、设施农业、循环
农业等。

优化生态空间，改善农村环境

去年辽宁深入实施“千村美丽、万村整洁”和村庄
清洁行动，创建省级美丽示范村681个、累计建设1337
个，超额完成 1000个行动任务目标。90%以上的行政
村村容村貌变化明显，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基本实现全
覆盖。新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3个，
建设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 14个。畜禽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6.6%，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83.5%。

盘锦市全面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接续推进。2020 年创建省级美丽示范村 41 个、
市级园林新村 24 个，实现城乡一体大环卫，农村生
活垃圾处置体系实现全覆盖，农村居民饮水实现 24
小时供水。盘锦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公共服务
水平有效提高，乡风文明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治理
体系不断健全，农民生活质量巩固提高，全市农村
面貌显著提升。

“十三五”是辽宁农村综合面貌改善较为明显的
时期。农业生态建设得到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取得重要成果，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现 27
个畜牧大县全覆盖，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7%，废弃农膜回收率达 86%。3 个乡镇 29 个村入选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典型节
点初步形成。

作为海洋大省，辽宁注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大
力建设海洋牧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经过多年实践
和探索，海洋牧场建设初具规模，截至 2020 年末，全
省共创建示范区 31个，示范区海域总面积达到 2.4万
公顷。

辽宁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严格保
护农业生产空间和乡村生态空间，全面启动乡村建
设行动。扎实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加
快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法治化治理提供有
效支撑。

辽宁省将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村庄道路、农村供水
安全安全、、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乡村物流体系建设乡村物流体系建设、、
农村住房质量提升农村住房质量提升、、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示范创建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示范创建
等工程项目等工程项目，，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到到““十四五十四五””末期创建美丽宜居村末期创建美丽宜居村50005000个个，，畜禽粪污综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稳定在合利用率稳定在 8080%%以上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90%%
以上以上，，农膜回收率达到农膜回收率达到9090%%以上以上。。

海洋牧场。

采摘大樱桃采摘大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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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辽地宁谱华章天辽地宁谱华章

乡村文化活动乡村文化活动。。

设施农业。

辽宁绒山羊。 辽育白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