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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咸新区党政办公室
关于印发《西咸新区加快推进现代都市农业
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的通知

新区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西咸城乡集团：

《西咸新区加快推进现代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2024—2026 年）》已经新区管委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陕西省西咸新区党政办公室

2024年 9月 25日



西咸新区加快推进现代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为深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加快推进“4+1”产业集群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西咸新

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作用，扎实推进现代都市农业高质量

发展，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粮食生产规模化、特色产业精品化、都市田园生态化”

的总体思路，坚持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思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推动西咸新区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区建设。到 2026年，

一产增加值达到 50亿元，粮食产量稳定在 11.5万吨，菜、果、

茶、花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 80亿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

率达到 98%以上；重点龙头企业达 20家，特色农业产业园区 10

家；“两品一标”农产品 20 个以上，“西咸农 XIAN”农业区

域公用品牌系列产品销售总额突破亿元。

二、重点任务

（一）大力实施稳粮保供工程

1.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减少农田

污染，培育健康土壤，提升耕地地力，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

理，不断提升耕地质量，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夯实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基础。持续做好撂荒地排查整治

和“非粮化”退出工作。到 2026年，新区耕地保有量达到 19.38

万亩，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达到 43%以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覆盖率达到 93%以上，农膜回收利用率达到 84%以上，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以上。

2.全力守牢粮食生产基本盘。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强化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扎实推进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以小麦、玉米为重点，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加强

良种推广，小麦重点推广宽幅沟播和“一喷三防”等集成技术，

玉米重点推广增密度、“5335”和“一喷多促”等集成技术，创

建一批吨粮田、高产田。及时发布极端天气预警，组织镇街、农

业企业、大户及种植户开展预防，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推进农业

保险精准投保理赔，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率在 80%以上。打

造市级绿色高产高效示范田 4000亩（崇文镇、正阳街道、窑店

街道），实施小麦宽幅沟播 1.2万亩，建设小麦良种繁育田 2000

亩。全区粮食播种面积每年稳定在 32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稳

定在 11.5万吨以上。

3.提高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加强“菜篮子”产品应急保供基地建设，在底张街道、大王

街道、马王街道、太平镇、北杜街道大力发展设施蔬菜，稳步提

升蔬菜应急保供能力；在建章路街道、周陵街道、窑店街道，打

造评选一批园貌好、设施好、管理好、品质好、效益好的“五好”

高质高效美丽示范果园。每年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 21.9万亩以

上，产量稳定在 76.5万吨以上；水果种植面积稳定在 4.5万亩以

上，产量稳定在 7万吨以上；到 2026年，打造“美丽果园”12

个。

（二）全面推进特色农业集约化生产工程

4.做好乡村特色文章。培育特色资源型乡村经济增长点，聚

焦茯茶、花卉、扶贫农产品加工、食用菌等乡村特色产业，传承



西咸黑陶、文玩葫芦等民间手工制品，保护非遗传统工艺，培育

庭院经济，做好“土特产”文章，每个涉农镇街至少培育一个特色

产业。到 2026年，培育太平镇、崇文镇 2个“特色产业强镇”，

培育马王街道双桥村、窑店街道刘家沟村、建章路街道沙河滩村

等 15个“特色产业专业村”。

5.巩固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在承接省市“9+4”产业链任务

基础上，重点抓好茯茶全产业链巩固提升，加强与陕南原料茶园

合作，优化标准化生产线，强化品牌宣传、茶旅融合、销售出口，

全力打造茯茶 30亿级产业链。以空港新城乡村振兴综合农业产

业园、张裕瑞那城堡酒庄、基泰伊翡鲜切花基地为示范引领，培

育发展菜、果、花全产业链。到 2026年，菜、果、茶、花全产

业链综合产值达到 80亿元以上。

（三）大力实施产业化经营主体培育工程

6.培育壮大产业化经营主体。坚持引育并举，围绕粮食、蔬

菜、水果、茯茶等主导产业，补短板、强效益，引进和培育一批

产加销联结紧密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组

织陕西梅里众诚动物保健有限公司、西安沣东农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等经营主体积极申报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开展西

咸新区御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秦汉新城葡香来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四级联创”和三沐春风家庭农场、美嘉乐家

庭农场等示范家庭农场省市区“三级联创”。到 2026年，区域

内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到 20家，专业合作社达

到 15家、家庭农场达到 15家。

7.全力打造产业发展载体。围绕茯茶、蔬菜、葡萄、草莓等

优势特色农产品，强化政府引导，支持陕西基泰都市新农业有限



公司等企业创建农业园区，鼓励镇村资本共同参与创建，探索“政

府+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产业园发展模

式，扩大园区辐射带动作用。到 2026年，特色农业产业园区数

量达到 10家以上。

8.大力开展农业招商引资。各镇街要重点围绕现代都市农业

示范区建设，招引包括但不限于乡村特色产业、休闲农业、大宗

农产品交易平台、农业生物质产业、农机行业、兽药及兽医器械

等相关领域的项目。太平镇、永乐镇、崇文镇、窑店街道、马王

街道等重点涉农镇街，每年争取上级各类农业资金 300 万元以

上；其他涉农镇街，每年争取上级各类农业资金 100万元以上。

到 2026年，争取各级项目资金 8000万元以上。

（四）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

9.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围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要求，开展主导品种主推技术试验示范。加强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及其他科研院所战略合作，成立新区农业技术指导专家库，开

展关键技术及重大技术推广服务。到 2026年，围绕粮食单产提

升等内容打造产学研基地 2个，推广小麦宽幅沟播、玉米“5335”

等农业相关新技术 5项，推广小麦新品种 5个、鲜食玉米品种 5

个、蔬菜新品种 10个（西红柿 5个、草莓 5个）。

10.加快推进农业机械更新换代。全面推广机械化作业，加

快小麦宽幅沟播“3335”、玉米增密度“5335”等先进适用机具

推广应用，强化农机新装备和新技术示范推广。组织重要农时机

械化生产，促进新型农业机械化全面发展，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达到 89%。每年争取上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不少于

200万元，积极引导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因地制宜加快高性能



机型升级换代。

11.大力发展数字智慧农业。将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

统、通讯和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与基础学科有机地

结合起来，推广数字新技术新设备推广应用，突出农产品单品全

产业链数字化发展，聚焦农产品加工、质量监管和追溯、仓储物

流、市场营销等全产业链，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加快构建各环

节互联互通、高效协同的全产业链数字化融合发展体系。深入实

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加大农产品网络销售品牌

培育提升，实现以销定产、提质增效目标。提高都市现代农业园

区的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到 2026年底，创建数字农业示范园

2个。

（五）大力实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工程

12.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开

展冷藏保鲜、包装运销等初级加工，发展茯茶、食用菌、食用醋、

葡萄酒等精深加工农产品，适度开发食用、药用等精深加工。支

持龙头企业建设产业集中度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基

地。到 2026年，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 15家。

13.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坚持“无农不旅”思路，依托“十

里沣河”“秦汉泾渭”文旅带等优质生态资源，围绕八兴滩蝴蝶

兰基地、张裕瑞纳酒庄、沣东农博园、茯茶小镇等，打造集休闲

观光、研学体验、农事采摘于一体的花、果、茶旅融合休闲游。

借助陕历博秦汉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等场馆，推进农文旅深度

融合，每个涉农镇街培育 1-2个农旅融合景点，构建一条具有西

咸特色的农文旅融合观光示范带，打造西咸休闲农业发展标杆。

到 2026年，每年打造农茶旅融合精品旅游线路 4条，“农业景



区”数量达到 5家，“魅力休闲乡村”数量达到 20家。

14.开展电商平台体系建设。依托新区优势资源和特色产业，

以技术和应用创新为驱动，推动农村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将

电商与农产品采摘采收、土特展销、农历赶集、乡村美食节等活

动相结合，加快推进电商与农村一二三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深度

融合，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构建协同、创新、高效的农村电商

生态圈，促进城乡经济循环。到 2026年，培育 2家数字流通龙

头企业，打造 1个直播电商基地，培育 20名农村电商带头人。

（六）大力实施农产品品牌提升工程

15.持续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加强“西咸农 XIAN”农业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宣传和推介工作，完善品牌体系和管理制度，通

过参加杨凌农高会、中国农交会等农业展会，提升“西咸农XIAN”

品牌的知晓率和美誉度，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以郁园桃、葡小淘葡

萄等为代表的知名度高、质量过硬的农产品品牌。到 2026年，

新增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 15 个以上，“西咸农 XIAN”农业区

域公用品牌系列产品销售总额达到亿元以上，“西咸农 XIAN”

成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16.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健全新区、镇街、村三级网格化

监管体系，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能力。强化农业投入品

监管，全面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持续开展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促提升”和农资打假等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落实西安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应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

管体系，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体智慧化监管覆盖率达到 100%，

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保持在 98%以上。2024 年，农产品质量

安全镇（街）新区创建率达到 100%，力争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区），提升全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17.实施绿色有机农业计划。加强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可持

续发展，建立良性循环的绿色生态农业综合体系。着力创建标准

化农业生产示范基地，加大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两品一标”

农产品认证力度。到 2026 年，打造市级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5

个以上，认证基地面积 10000亩，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特质农

品、名特优新等农产品认证数量达到 20个以上。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镇街要全面履行主体责任，细化工

作举措，分类精准施策，推动重要政策、重点工作、重大项目落

地落实。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协调联动、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推

现代都市农业产业发展的工作格局。

（二）强化保障措施。提高财政衔接资金的使用效率，稳步

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产业发展的比例。探索“国企+镇村”、

“人才空间站”、“科技小院”等帮扶模式。盘活农村存量建设

用地，依法依规加快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保障农业产业化项

目用地需求。

（三）强化督查考核。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加强季调度、半

年督导、年终考核，对工作推进成效显著的给予一定奖励，工作

进展缓慢的进行通报，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陕西省西咸新区党政办公室 2024年 9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