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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以来，广西农业农村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广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
提出的“起步提速，开局争先”的奋斗目标，坚持“政策为大、项目
为王、环境为本、创新为要”的“四为”发展理念，奋力推动乡村产
业高质量发展，努力闯出一条不同寻常的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

乡村产业亮点纷呈

2022 年上半年，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 1115.4 亿元，同比增
长 6%。全区夏粮总产量 27.6 万吨，同比增长 3.7%。蔬菜（含食
菌）产量 2089.41 万吨，同比增长 7.2%；园林水果产量 969.85 万
吨，增长 16.1%。猪牛羊禽肉产量 240.67 万吨，增长 3.6%；禽蛋产
量 13.61 万吨，增长 17.5%；牛奶产量 6.65 万吨，增长 7.9%。生猪
出栏 1865.05 万头，同比增长 9.8%。

目前，广西多个特色产业全国领先。糖料蔗、蚕桑、秋冬菜、
罗汉果、茉莉花（茶）、金桔、沙田柚、芒果、柿子、百香果、火龙果
等产量，以及广西水牛、奶水牛存栏量、近江牡蛎养殖规模等均
居全国第一位。广西的粮食、蔗糖、水果、蔬菜、渔业、优质家畜
等 6 个产业产值均已突破千亿元。同时，广西的特色产业阵营
不断壮大。如柳州螺蛳粉产业、梧州六堡茶产业等也获得市场
认可。此外，贵港富硒农产品、浦北陈皮、马山蓝莓、三江稻鱼、
大化七百弄鸡等一批新兴产业渐成广西乡村产业振兴的强劲
引擎。

打造乡村产业“硬核”举措

“十四五”期间，广西全力构建“10+3+N”现代特色农业产业
体系，即做强粮油、糖蔗、蔬菜、水果、蚕桑、茶叶、中药材、畜牧
业、渔业、生态林等十大特色产业集群，做优现代种业、设施农
业、数字农业等三大农业支撑产业，做精 N 个“优中优”“特中
特”“小而精”的亮点特色产业，全面实现乡村产业的提档升级。
广西发展乡村产业“硬核”举措主要为：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产业顶层设计。广西成立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指挥部产业发展专责小组（含 20 个自治区成员单位），
集聚全区资源要素，全方位打造乡村产业。同时，广西相继出台

《广西农业产业振兴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广西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广西支持水牛奶业发展若干措施》《广西六堡
茶及特色优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一批专项文件，从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等方面，为
广西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支持。

筹措专项资金，扩增产业投资规模。广西优先支持联农带
农富农产业发展。今年以来，筹措中央和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 79.93 亿元，重点用于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扶持等。筹措自治区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70 亿元，用于支
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攻坚三年行动的项

目实施。同时，专门出台“桂惠贷”政策，每年统筹全区各级财政
资金 40 亿元，按 2 个或 3 个百分点贴息，引导金融机构每年投放
约 2000 亿元优惠利率贷款，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倾斜支

持力度。
强化园区建设，构建产业发展平台。广西大力构建产业发

展各类平台，部分园区数量或规模领跑全国。截至目前，在国家
级园区上，广西已创建 18 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数量居全
国第一）、6 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数量居全国前列）、7 个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6 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47 个国
家级农业产业强镇、124 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 个国家
级田园综合体。同时，广西深入实施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高质
量建设五年行动，自治区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数量已达
502 个，实现了全区县域全覆盖、农林牧渔业全覆盖、产业链条全
覆盖。

塑造高端品牌，提升产业影响力。广西实施品牌强农战略，
定位于打造中国高品质农产品品牌新标杆。目前已评选农业品
牌目录共 4 批 411 个，其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76 个、农产品企
业品牌 129 个、农产品品牌 206 个，品牌总价值超 3200 亿元。广
西农业品牌入选全国 7000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百强榜
前十强。在 2021 年度全国市场竞争力新锐品牌中，广西农业品
牌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夯实发展根基，实现脱贫地区产业持续壮大。广西相继出
台《广西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实施方案》《广西积
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措施》
等系列文件，实施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进一步优化完善
县级“5+2”、村级“3+1”特色产业布局，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2016-2020 年脱贫户继续实行产业以奖代补政策。并进
一步扩大奖补产业目录范围，优化奖补流程等，激发脱贫群众自
主发展产业内生动力，尽可能提高脱贫户和监测对象生产经营
性收入，持续做强做优乡村产业。

下一步工作计划

广西将进一步发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产业发展专责
小组的统筹协调机制，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持续做强做优农
产品加工业。以全区特色优势农产品主产区为重点，壮大农产
品产地初加工，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二是持续健全完善农产
品流通体系。加快构建县级物流仓储配送中心、乡镇物流仓储
配送中转站和村级物流配送服务网点。三是加快园区及项目建
设。跟踪服务好重大产业项目。进一步发挥已创建的产业集
群、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三产融
合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四是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培育壮大长寿食品、富硒食品、黑色食品、特色中药材等大
健康食品产业。五是持续加强产业品牌塑造。大力开展广西农
业品牌集体商标注册，制定出台农业品牌标识管理办法，争取让
更多的广西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抢占 RCEP市场。

壮乡迈开大步伐，产业闯出新路径

广西农业农村厅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充分发挥广西区位、资
源、平台等优势，围绕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通过“农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搭建农业开放合作新平台、建立农
业多边合作新机制”加快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农业交流合作。截
至 2021 年底，累计在东盟示范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面积超过
400 多万亩，为合作项目所在国培训农业技术人员 1000 多人
次。2022年 1-6 月，广西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261.6 亿元人民币。

创新农业融合发展模式，“走出去”“引进来”成效显著。率
先在全国启动“两区”（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境内农业对外开放
合作试验区）、“两站”（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境外试验站、境内
广西试验站）创建工作，在越南、柬埔寨、老挝、文莱、马来西亚、
菲律宾以及毛里塔尼亚等国家建设 8 个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
在广西凭祥、百色、东兴等边境地区建立 3 个农业对外开放合作
试验区，并以此为抓手促进企业抱团“走出去”。截至目前，广西
备案登记“走出去”农业企业达 118 家，协议投资金额 40 亿美
元。同时，建立中国（广西）—东盟农作物优良品种境外试验站
5 个、境内广西试验站 7 个，截至 2021 年底，共向东盟输出试种蔬
菜、水稻等优新品种 750 多个，从越南“引进来”的 2 个空心菜品
种在试验站隔离网棚进行试种，已完成两茬的隔离种植试验，并
已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和南宁海关的验收。

拓宽农业开放合作平台，外贸易合作关系持续深化。连续
多年举办“一带一路”（东盟）农业投资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农
业合作论坛、农业国际合作展以及农产品贸易对接会等系列活
动，搭建起面向东盟更好服务“一带一路”的农业开放合作平
台。尽管当前世界疫情严重，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中
国—东盟合作贸易逆势而上，合作区域更为广泛。2021 年，顺利
举办第六届中国—东盟农业国际合作展，促成贸易订单 2.2 亿元

人民币，达成农业贸易合作意向项目 40 多个，展商意向贸易合
作金额超 10 亿元。发挥澜湄农业合作广西分中心的作用，在老
挝开展水稻新品种引进和示范，组织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广
西兽医研究所、广西标准技术研究院及广西巴松农业有限责任
公司等单位申报亚洲合作资金项目 5 个共 1294 万元，内容涵盖
动植物疫病联防联控、水稻绿色增产技术、奶水牛培育、古茶树
资源保护等方面建设。组织外向型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薯业博览
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对接以色列、泰国等国家
开展精准招商，促成正大集团、以色列纳安丹吉（中国）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等一批知名企业到广西投资合作、产销对接。新平台

的搭建，扩大了广西农业在东盟的影响力，畅通了中国—东盟
“农业丝绸之路”，逐步形成以东盟国家为重点地区，并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延伸的农业对外开放合作格局。

强化农业多边合作机制保障，中国与 RCEP 国家联系更紧
密。聚焦双边及多边农业合作，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文莱等
多个国家签署农业合作协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 50 多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还建立了中国
广西与越南广宁、谅山、高平等边境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联席会
议机制，已成功组织召开了四次会议，为我国沿边农业合作奠
定良好基础。在越南建设 3 个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试验站，推进

与越南边境省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技术合作交流。通过赠
送专用设备、技术人员互访、信息交换等方式，与越南广宁、谅
山、高平等边境省就农作物病虫害特别是水稻“两迁”害虫的
监测和防控开展合作，共同提高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防控水
平。组织拜访东盟国家驻华南地区总领事馆，组织农业团组到
以色列、荷兰、葡萄牙、摩洛哥、泰国、印尼等国家开展农业科
技交流，促进农业国际合作成果惠及更多民众。充分发挥中
国—东盟农业培训中心优势，培训东盟农业官员、管理和技术
人员，得到了东盟国家、农业院所的广泛认可，密切了广西与
东盟国家的农业交流和往来。

多措并举推动农业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

————————————————————————————————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乡村产业 深化拓展国际合作深化拓展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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