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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农业农村标准体系，强化规

模主体标准化生产示范引领，带动小

农户按标生产，推动农业生产标准化、

产业化、现代化。

构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聚焦我

省优质水稻、绿色蔬菜、特色畜禽水产

等重点特色农产品，加强现行有效标

准梳理分析，编制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表，逐步构建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全

链条全环节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体系。

加快关键环节标准制修订。按照

“有标贯标、缺标补标、低标提标”原

则，聚焦产地环境、品种种质、投入品

管控、产品加工、储运保鲜、包装标识、

分等分级等关键环节，加快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及企业

标准制修订，补充完善标准体系，提升

农业农村标准化水平。

提升按标生产能力。开展现代农

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推进全产业链

标准化基地建设，组织实施农产品风险

防控质量提升工程，整县域推动农业标

准化提升。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引领带

动作用，建立龙头企业牵头、家庭农场

和农民合作社跟进、小农户参与的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提升标准覆盖面。组建

标准专家服务队伍，编发简便易懂的生

产模式图、操作明白纸和风险管控手

册，提升标准化生产能力。

强化标准化生产绩效评价。开展

标准进村入户等宣贯活动，加强标准

化生产技术培训。持续落实《浙江省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绩效评价办法》，大

力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绩效评价。

强化标准化生产评价结果宣传应用，

完善评价和退出机制，不断提升主体

标准化生产意识和水平。 本报综合

持续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

深入实施农业品牌战略，聚焦农

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农产品，不断

完善培育体系、强化政企协同，提升浙

江乡村“土特产”品牌形象、市场竞争

力和品牌溢价能力。

强化品牌培育。实施阶梯化、差

异化发展策略，加快构建“区域公用

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多品

类+单品类”协同发展格局。实施乡

村“土特产”精品培育工程，加大农业

品牌产品基地建设、品牌形象宣传、

运营平台建设、品牌标识推广等工作

推进力度，鼓励金融机构、社会资本

参与农业品牌建设，拓宽资金来源渠

道。健全政府、企业和农户利益联结

机制，打造品牌发展共同体，提升品

牌溢价能力，实现品牌农产品优质优

价。

加强品牌营销。大力挖掘农耕文

化元素、民间技艺、康养知识、乡风民

俗等乡村“土特产”资源，讲好农业品

牌故事，打造品牌文化 IP。持续创新

营销场景，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品

牌营销体系，支持各地搭建品牌农产

品体验中心等常年性展示展销平台，

举办各类“土特产”品牌展销活动，依

托浙江农博会、网上农博等平台，大力

推介优质农产品。支持建设一批农产

品出口示范基地，支持品牌农业品参

加国际展会，推动“浙字号”农产品走

出去。

提升品牌服务。支持有条件地区

成立品牌运营机构，鼓励各地探索协

会、国企、农合联等主体承接运营区域

性公用品牌的机制模式，推进管理、标

准、溯源、文化等品牌体系建设。加快

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家

的领军作用，引育一批农业品牌建设

管理专业人才。强化农业品牌专业知

识培训和指导服务，推动规模主体和

小农户在品牌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农业品牌知

识产权指导和保护。

强化数字赋能。实施“浙农码”赋

能“土特产”行动，为特色产业、生产经

营主体、优质农产品精准赋码，依托区

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农产品等相关

资料和授权主体名录，打造全省乡村

“土特产”查询应用。加快推动“浙农

码”向第二、第三产业延伸，提升浙江

“土特产”的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

和创新驱动力。

不断打响“浙字号”农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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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宜机

抗逆等品种选育方向，不断健全种业

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推进种业创新发

展。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加

快构建系统完整、科学高效的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强化种质资

源收集保护、鉴定评价和开发利用，

建成省级畜禽遗传资源库和省级水

产种质资源库。开展种质资源精准

鉴定评价，遴选优异育种材料。加强

优异农业种质资源、特色优势品种和

功能性品种开发利用，加快提纯复壮

一批地方特色品种，推动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

核心种源“卡脖子”技术难题，深入实

施农业“双强”行动，加大农业新品种

选育项目扶持力度，持续推进“尖兵”

“领雁”和“三农九方”涉种产业技术

创新项目研究，力争突破生物育种等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选育一批突破性

品种。支持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参

与西兰花、茶树、鸭、罗氏沼虾等国家

特色物种联合攻关。

提升良种繁育能力。加强种子

种苗基地建设，扩大南繁基地等良种

繁育基地面积，省内良种繁育基地面

积达到25万亩以上。优化种业生产

基地布局，结合粮食生产功能区、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等建设，配套提升标

准化、集约化、机械化种子种苗生产

示范基地。在适宜地区建设一批区

域性果菜茶等园艺作物良种苗木和

畜禽水产良种繁育基地，着力打造育

繁推一体化创新平台。

培优种业企业主体。不断健全

现代化商业育种体系，完善以农业龙

头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推协同、育繁推一体的育种攻关协作

机制，支持新扩建一批企业育种重点

实验室和研究院，鼓励科研单位与种

业企业联合协作攻关，承担国家和省

级科研攻关项目，加快培育符合市场

需求的品种。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促进制种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

持“产出来”与“管出来”并重，持续

加强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应用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优质农产品的消

费需求。

集成推广绿色生产技术模式。

深化土壤健康行动，持续推进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深化“肥药两制”改革，持续开

展养殖业用药减量行动，推广畜禽养

殖“两化”、稻渔综合种养、设施化循

环水利用等绿色高效模式，规范饲料

添加剂使用，推广安全绿色兽药。加

快种养业先进农机装备研发和应用

推广，推动农机农艺融合。强化农业

科技信息服务，引导生产主体自觉应

用绿色生产技术。

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加强日常

巡查检查，严格落实“双随机”要求，

扎实开展监督抽查、飞行检查，严厉

打击违规使用禁限用药物行为，加强

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监管。开展水

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强化攻

坚治理，提升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加强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巩固提升省

市县三级农产品检测能力，全省农产

品定量抽检批次提高至 2 批次/千

人。

构建特征品质指标体系。聚焦

特色优质农产品，探索开展全生育期

和全链条品质跟踪监测评价。突出

特色风味、口感和营养品质，构建农

产品品质核心指标体系，建立品质评

价方法标准，编制特色农产品质量分

等分级技术规范，推动农产品分等分

级和包装标识。

加强追溯体系建设。优化“浙农

优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模块，实

施重点品种、重点主体全链条数字化

追溯管理。深化达标合格证农产品

亮证行动，严把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

关。完善农产品生产主体信用体系，

持续优化评价数据指标，强化信用评

价奖优罚劣导向，提升信用监管精准

度和有效性。

稳步提升产品品质

加快育种创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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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7年，力争打造千个优质农产品品牌
如何进一步推进我省农业生产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工作？日前，我省出台《关于开展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围绕“土

特产富”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产业富农，聚焦乡村“土特产”全产业链建设，强化标准引领，推进科技创新，突出品牌打造，加快推进农业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到2027年，累计建成农业种质资源库（圃、场）100个以上，培育省级种业阵型企业40家以上，主要农作物和重要畜禽良种覆盖率98%以上；累计建设省

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500个、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40家以上，培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20个，全省有效期内绿色食品3500个，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风险监

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重点培育50个左右区域公用品牌、带动300个左右核心企业品牌、打造1000个左右优质农产品品牌；构建10个农产品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制修订100项相关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