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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四五”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迈进、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起步期，也是银州

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历史机遇期。

铁岭市银州区仅有一个乡，为龙山乡，位于风景秀丽的

龙首山脚、柴河岸边,是典型的城郊乡。龙山乡下辖园艺、

七里屯、柴河东、柴河西、地运所、英城子、后八里、前八

里、牛岗子、东辽海、辽海、西辽海等 12 个行政村，分布

在银州区四周城郊，适宜发展都市农业，其中园艺村、七里

屯、后八里、前八里等村屯已经与城区深度融合。

为推进银州区“十四五”农业农村工作进程，结合我区

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编制本规划。规划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谋划“十

四五”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思路、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重

大工程行动规划，对于铁岭市银州区建设加快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迈进、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起步期，也是银州

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为推进银州区“十

四五”农业农村工作进程，结合我区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编

制本规划。

一、发展基础和面临形势

（一）发展基础

“十三五”期间，银州区农业和农村经济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落地为统领，立足区情，统筹城乡，以农民增收为根本出发

点，努力提高我区农业现代化、农民生活城市化水平。经过

五年的努力，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2020 年，

全区预计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37 亿元，农林牧渔业增

加值预计实现 0.6 亿元，农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1.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稳定粮食产能，粮食产量每年稳定在 2000 万斤以上，

为确保粮食产能，开展两区划定工作，划定了粮食生产功能

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开展春

季、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及非洲猪瘟等疫病防控工作，

加强外引动物及产品的落地监管，做好病死动物及产品的无

害化处理工作，无重大动物疫情发生。

2.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银州区龙山乡各村基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亩、万元

序

号
村别 户数

人口

总数

常住

人口

耕地

面积

人均

收入
特色产品 获得荣誉

拥有特色项目及

资源

1
七里

屯村
1056 3276 9000 3200 3

中草药、河

蟹、寒富苹

果、晚红李

子

中国十佳小康

村、全国巾帼示

范村、文明村、

生态文化村、特

色村庄、乡村振

兴示范村、乡村

旅游重点村

七兴柴河游乐

园、七兴柴河生

态园、采摘园、

烧烤园、垂钓园、

铁锅炖美食一条

街、乡村爱情影

视基地、户外拓

展基地

2
东辽

海村
414 1365 1178 612 2.5

3
柴河

东村
216 664 210 1398 2 鸡心果采摘

4
柴河

西村
421 1310 950 2500 1.98

大米、大葱、

葡萄

辽宁省“文明家

园”示范村、铁

岭市“文明村”

兀术泉

5
西辽

海村
528 1468 1200 2500

香瓜、西瓜、

大葱、水稻

辽宁省文明村、

先进工作单位、

银州区文明村

6
英城

子村
425 1269 1129 1896 2

水稻、葡萄、

平欧榛子

卫生村、先进科

普示范基地、全

国妇联基层组织

建设示范村巾帼

示范村、创建平

安家庭先进示范

单位

庆彬果蔬采摘特

色旅游项目

7
后八

里村
1138 2198 3868 42 3

8
牛岗

子村
473 1363 900 3700 2

绿色蔬菜、

绿色水稻

大樱桃采摘园、

维多利亚幼儿园

游乐场

9
前八

里村
1420 4690 3890 3800 1.8 河蟹、大米 市级文明村

10
地运

所村
946 2941 2300 3630 2.2 辽宁省文明村

11
园艺

村
2400 6500 1800 6720 2.8

12
辽海

村
650 1800 1750 890



农业产业化规模龙头企业达到 12 家，其中省级 5 家，

市级 2 家，年销售收入达 8.1 亿元。

3.农机装备水平不断提升

保有水稻插秧机 57 台，联合收获机 32 台，拖拉机 1292

台，全区农机总动力 2.58 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

化水平达到 90%。

4.农村改革不断深化

完成农村承包土地确权工作，共颁发土地确权证书 4946

本，应颁尽颁比例 100%；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完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清产核资、登记注册工作，12 个村全

部成立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全区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达到

55 家，其中省级 1 家，市级合作社 2 家，区级示范社 2 家。

录入农业农村部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数量达到 22 家，其中

铁良家庭农场被评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区级家庭农场 2家。

推进农村产权交易网络信息服务平台接入工作。

5.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完成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建设工作。下放环卫职能到龙山

乡，成立了乡级专业清扫队伍，补齐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置设

施短板，农村垃圾从撒落式收集变为封闭式收集，初步实现

了环境卫生常态化管理、垃圾即产即清。推进美丽示范村创

建，创建省级美丽示范村 2 个，为龙山乡七里屯村和柴河西

村，创建市级美丽示范村 1 个，为柴河东村，其余 9 个村全



部为整洁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无害化厕所

改造工作，完成新建、改建无害化厕所 500 座。

银州区家庭农场情况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负责人 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日期

1
铁岭柴河沿家庭农

场
张宏林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乡柴河

街西村 5组
36

2013-11-
13

2
铁岭市银州区东典

家庭农场
郭健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地运所村村房字第 6705
号

20
2016-04-

18

3
铁岭市银州区聚朋

家庭农场
李春来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柴河西村五组

284号

10
2015-01-

28

4
铁岭市银州区郝博

家庭农场
郝博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地运所
20

2018-03-
21

5
铁岭市银州区桂伟

家庭农场
李伟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前八里村
30

2018-10-
25

6
铁岭市银州区腾达

家庭农场
贾俊远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东辽海村
50

2020-10-
19

7
铁岭市银州区同达

家庭农场
徐佰林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东辽海村
50

2020-10-
20

8
铁岭市银州区领航

家庭农场
贾俊远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东辽海村一组 63号
50

2020-08-
11

9
铁岭市银州区樱梓

逸园鲜果采摘家庭

农场

张贞丽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牛岗子村
3

2020-05-
11

10
铁岭市银州区葡然

居家庭农场
石伟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英城子三组
10

2020-03-
24

银州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情况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负责人 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日期

1
铁岭市银州区春林果

林专业合作社
郭春生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西辽海村
12 2008-02-18

2
铁岭市银州区军诚养

殖专业合作社
贺守成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七里村
5 2010-08-06

3
乾安县新时代白刺种

植专业合作社铁岭分

社

花云芝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工人街 3委 6组市

委正义小区 2幢 211
房号

0 2017-03-29



4
铁岭代柏福水产养殖

专业合作社
代柏福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红旗街道南马路

54-4号 1-3
60 2014-11-17

5
铁岭众发畜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
史文广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红旗街 26委银岗

小区环 1号楼南向

1-14号

30 2016-12-09

6
铁岭市银州区柴河东

土地集约化种植专业

合作社

朴炳文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柴河东村
0.16 2009-08-06

7
铁岭市银州区蓬度谷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张宝纯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铁西街园艺三组
60 2016-04-06

8
铁岭邮农丰农产品销

售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银州光荣街分社

郭亚杰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辽海街道光荣街

南段 16-1号 1-1
0 2016-06-06

9
铁岭市国庆谷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
张庆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地运所村 2
组

200 2013-12-11

10
铁岭市友安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
高智成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英城子村

三组

150 2013-11-25

11
铁岭市银州区方源农

业专业合作社
焦航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柴河西村
10 2011-09-20

12
铁岭市银州区胖丫农

业专业合作社
焦航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柴河西村 5组
10 2011-09-20

13
铁岭市银州区兴林榛

子专业合作社
邱宇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工人街十小组团 1
幢 3号

60 2016-04-25

14
铁岭市银州区一员水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苏立君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辽海屯村

四组

28 2014-08-05

15
铁岭市银州区景成苗

木专业合作社
马鑫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红旗街道柴河街

84号 1-14
500 2016-03-08

16
铁岭市银州区农兴果

菜专业合作社
韩井华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前八里村
1.2 2007-10-19

17
铁岭市银州区胜绿大

葱专业合作社
卢伟格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西辽海村
25 2008-10-23

18
铁岭市银州区光竭农

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

社

刘伟光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英城子村 4组
100 2008-05-26

19
铁岭市银州区四海畜

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张军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前八里村
4.8 2007-12-19



20
辽宁辛薪鑫农业机械

专业合作社
程建平

铁岭市银州区工人

街荣富小区 2栋 11
号

210 2009-01-09

21
辽宁晟邦秸杆专业合

作社
姜力红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前八里村
100 2009-01-16

22
铁岭鸣谷山泉特色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
颜秉志

铁岭市银州区南环

路 24号
10 2009-07-06

23
铁岭市银州区鹏来水

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高鹏学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柴河街西村二组
12 2011-01-30

24
铁岭市银州区桑园岭

农机专业合作社
胡玉良

铁岭市银州区铁西

街 4委 12组
10 2012-04-23

25
铁岭市银州区卫国谷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王卫国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地运所村
49 2017-04-12

26
铁岭市山合林业专业

合作社银州分社
高曼丽

铁岭市银州区工人

街立新水泥厂家属

楼 M-114号门市

0 2013-01-06

27
铁岭市文庆食用菌栽

培专业合作社
任文庆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东辽海村
75 2009-01-20

28
铁岭市丰年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
张猛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前八里村
50 2018-08-16

29
铁岭市银州区英北畜

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铁天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英城子村三组
63 2008-01-28

30
铁岭市银州区南山果

木专业合作社
张鑫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西辽海村
50 2010-05-27

31
铁岭三能榛子专业合

作社
田宝江

铁岭市银州区银州

工业园区辽海路 27
号

5 2008-11-21

32
铁岭市银州区牛岗子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彦玲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牛岗子村
130 2017-01-10

33
铁岭市银州区惠林先

科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

梁桂林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地运所村
125 2014-12-08

34
铁岭市银州区亿家农

果菜专业合作社
周铁钢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柴河西村 5组
12 2007-12-20

35
铁岭春之秋谷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
张树财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地运所村
30 2014-04-24

36
铁岭虹泰畜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
王延波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前八里天

河散热器材厂 2幢

11号

58 2014-12-03

37
铁岭熙来水稻专业合

作社
张宏林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柴河西村
2.1 2008-01-28

38
铁岭市银州区庆彬果

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孟庆彬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英城子村
60 2016-12-09



39
铁岭市银州区英城子

蔬菜专业合作社
石风

铁岭市龙山乡英城

子村 4组
5 2011-05-27

40
铁岭市银州区园艺谷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孙忠武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铜钟街 18委 6组
10 2015-07-07

41
铁岭市地运所肉食鸡

养殖专业合作社
王博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地运所村 6组
100 2013-10-30

42
铁岭市银州区强胜生

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高俊峰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东辽海村
60 2015-09-08

43
铁岭市龙赢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
檀国仕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前八里村
12 2008-05-14

44
铁岭市银州区富强谷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于国刚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铁西街园艺三组
12 2015-08-13

45
铁岭市洲元嘉德农作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丁明军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前八里村天河散

热器厂物业楼 1号

100 2009-08-06

46
铁岭市银州区兴岗谷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张文斌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牛岗子村
50 2013-10-24

47
铁岭市红兴旺民肉鸡

养殖专业合作社
许平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前八里村天河散

热器厂综合楼 06房

号

80 2011-02-25

48
铁岭市顶天畜牧专业

合作社
檀永鹏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前八里村
8.5 2007-10-15

49
铁岭市竣乔养殖专业

合作社
贾立山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前八里村
10 2019-05-16

50
铁岭市郝文禹种植专

业合作社
郝铭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柴河东村

三组

50 2019-07-18

51
铁岭市银州区华豫食

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仲峥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西辽海村
50 2020-07-06

52
铁岭市海峰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
张玉峰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

乡西辽海村一组
500 2010-05-10

53
铁岭市银州区辽银榛

子种植专业合作社
赵铁军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柴河街 14委 16组
县医院 3幢 211号

100 2015-03-09

54
铁岭市银州区锦弘水

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

姚华一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铁西街道汇工街

71-4号 1-12
300 2019-09-10

55
铁岭市海众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
张仲海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龙山乡前八里村
14 2019-12-10



（二）存在问题

我区耕地面积小，土地资源少，农业项目较难落地，很

难形成规模效应，基础农业发展后备资源不足，农业发展空

间受到制约。农业传统生产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缺乏有

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比例较低，投资

海峰合作社

铁岭市海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0 年由张玉峰齐振海等三名党员和三

名农村经纪人组建而成, 经过几年的发展，合作社现有社员 105 户，农民 96 户，其中

党员 21 人,注册资本 500 万元。合作社形成了以理事会和监事会为核心的 10 人团队，

大家目标一致，“带动身边人共同致富”是我们团队的新目标，合作社 2020 年自营土地

1500 多亩，带动种植 1000 多亩, 2012 年 1 月合作社在上级党委和区委组织部的帮助下

成立了党支部,7名理事有 5 名是党员，党在合作社里形成了坚强的领导，各位理事的无

私付出也得到了全体社员的高度认可。

一、经营情况

（一）生产方面：海峰合作社已经形成四大板块业务

1、种植部分：完成了 1500 亩基地建设，（完成了小麦基地和绿色水稻基地建设），

开展地瓜绿色认证，自营基地与土地托管同步推进。

2、中药部分：100 亩中药园区已建成，合作社发展中药本着稳中求发展的思路，

积极制定生产标准，保证药材品质。

3、加工部分：创办了粮谷加工厂、杂粮分装车间和地瓜干加工车间，对农产品进

行初加工，打造传统手工食品生产，寻找原始的味道，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

4、农机作业队：合作社新增玉米秸秆打捆机一台，指盘式搂地机一台，发电机一

台，地瓜收获机一台，小麦播种机一台为合作社现代化种植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建设

1、2020 年开展四次科普培训和技能培训，提升了合作社理事、监事的履职能力和

合作社新生力量的培养。

2、进一步完善了合作社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形成合作社独特的管理文化。

3、给合作社的工会和妇联拨付 5000 元专项经费，用于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

4、帮残助困和精准扶贫的户数增加到 12 户。

5、开展“传统文化公益讲堂”，让传统文化走进合作社。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取得了

阶段性的成果，产业进一步夯实，核心团队充满激情，企业文化逐步形成，合作社社员

牢记“带动身边人共同致富”的使命，砥砺前行，不求丰功伟绩，只求感动自己！

三、获得的荣誉

2015 年 4 月合作社被评为辽宁省省级示范社

2016 年 6 月被中国科协、财政部评为“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

2018 年 9 月被评为铁岭市十佳合作社

2019 年 9 月被辽宁省农科院授予科企合作示范基地

2020 年 9 月被评为铁岭市十佳合作社



渠道狭窄，投资规模小。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

主体数量不少，但是发展好的不多，带动作用有限。农业科

技人才数量不足，农村实用型人才“青黄不接”，新型职业

农民不多，科技成果转化不够。村集体资产薄弱，农业产业

发展缺少项目资金，农民增收面临严峻挑战。

（三）机遇挑战

1.面临的机遇

中国农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也

要适应并遵循这一趋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国家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实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加快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农村聚集，城乡融合发展

进程和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乡村产业发展面临难得机遇。

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休闲观光、健康养生消费渐成趋势，乡

村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巨大，技术驱动力增强，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引领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农业供给改革以结构调整为核心，以降

低生产成本、加强农业供给薄弱环节为主要任务，更加强调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为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农产品质量

提升、农业多功能拓展、农业综合效益提高注入强劲动力。

区位优势明显。银州区龙山乡位于风景秀丽的龙首山脚、柴

河岸边，自然风光秀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市场广



阔，有利于发展集农耕体验、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康养医

疗等于一体的都市农业。

2.面临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增大。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

格局产生冲击，对乡村产业链构建带来较大影响。资源要素

瓶颈依然突出。资金、技术、人才向乡村流动仍有诸多障碍，

资金稳定投入机制尚未建立，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尚不完善，

社会资本下乡动力不足。乡村网络、通讯、物流等设施薄弱。

产业链条延伸不充分。第一产业向后端延伸不够，第二产业

向两端拓展不足，第三产业向高端开发滞后。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提高农业发

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化农村改革，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银州全面

振兴发展奠定基础。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立农为农。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发展优势明

显、特色鲜明的乡村产业。把二三产业留在乡村，把就业创

业机会和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2.坚持绿色引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

进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健全质量标准体系，培育绿色优

质品牌。

3.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激活主体，以乡村企业为载体，

引导资源要素更多地向乡村汇聚。

4.坚持融合发展。发展全产业链模式，推进一产往后延、

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加快农业与现代产业要素跨界配

置。

5.坚持改革创新。把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作为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强大动力，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农业“有效供给”，

提升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6.坚持和谐共生。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

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生产生活生态相协

调。

（三）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



依托全市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主导生态环境建设，致

力于以城带乡，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深入推进农村各项改革，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产业融

合，打造美丽宜居乡村，农民生活更加富裕。

2.主要经济指标

类 别 指 标 2020 年 2025 年

主要经济指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1.37 1.59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0.6 0.7

农业生产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1 1

蔬菜产量（万吨） 1.1 1.2

肉类产量（吨） 230 2000

蛋类产量（吨） 550 600

奶类产量（吨） 85 100

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 98% 98.50%

农产品加工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家） 6 10

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亿元） 3 5

农业基础设施
农机总动力（万千瓦） 2.58 2.61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90% 91%

农村改革

农民合作社（个） 23 50

家庭农场（个） 22 50

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户） 7 10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75% 80%

农业生态建设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88% 95%

村屯绿化（个） 12 12

三、主要任务

（一）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1.做强优质农产品品牌。发展精品农业、特色农业。立

足本地资源，着力打造辽海大葱、英博葡萄、稻花香大米、

海峰小杂粮、富硒大米等区域品牌、特色农产品品牌。继续

扩大土地流转面积，种植香瓜、草莓、樱桃、西瓜等高效经

济作物。力争把柴河西村大棚花卉、油桃种植，牛岗子村绿



色水稻、保甜牛奶香瓜，柴河东村蟹田大米，西辽海村龙山

香大米等特色农业打造成区域品牌。

2.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支持通过联耕联种、农

业生产托管等形式，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培育各类专

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

3.推进农业种养机械化。加快引入高效、低耗、智能农

机装备，加强农机农艺、农机农技融合，大力推进种养加全

面机械化，着力推进主要农作物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4.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推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达标提质，

提高渠系水利用系数和用水保障率，节约水资源，减少水量

流失，建立和完善防洪减灾保障体系、水资源供给保障体系、

水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及生态治理体系。巩固提升农村饮水

安全保障水平。深化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与管理体制改革，

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促进工程长期良性运行。

（二）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1.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和鼓励现有 11 家规

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延伸产业链条等

方式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

涉农企业落户银州。到 2025 年，全区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力争达到 10 家。

2.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依托各地优势农产品资源，

以粮油、畜禽产品、榛子等产品为重点，积极引进农产品加



工企业，推进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努力延伸农产品加工产

业链条。

（三）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1.发展乡村旅游观光产业。持续建设以七里村、柴河东

村、柴河西村、地运所村、园艺村为主线的柴河风光带，开

发旅游资源。推进七里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包括药博园、

康养度假区、产业小镇等，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2.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以产业发展为引领，推

进柴河西村、英城子村、前八里村产业融合项目发展壮大，

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特别是采摘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3.鼓励发展庭院经济。以高效农业、产品加工、乡村旅

游、农家乐为载体，打造绿色特色、可看可摘、生态宜居、

产游结合的农村庭院经济。

4.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和业态。实施“互联网+”农产

品出村进城工程，加强产地预冷、分级、初深加工、包装，

提升产地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能力和设施设备使用效率。依托

区位优势，结合网络货运新业态发展，推动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建设工程，增强生鲜农产品竞争优势，支持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建设节能通风库、气调库等设施，提升技术应用和生

产经营能力。深入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建立和完善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农产品销售体系。积极发展乡村新业态，推动互

联网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

（四）推进农村各项改革

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 30 年政策。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推广“土地有偿

流转，业主规模经营”“土地量化入股，集体统一经营”“龙

头企业带动，村企合作经营”“土地量化入股，农民与企业

合作经营”等多种土地流转方式，加快土地向大户、土地股

份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公司等市场主体集中，连片发展高

效规模农业。

2.推进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在明晰农村集体产权的基

础上，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集体统一经营层面的创新突破。

规范集体经济组织机构设置、运行机制、财务管理制度等。

开展集体资产年度清查，加强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完善集体

成员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等

权能。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

开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规范农村

产权交易行为，拓展交易品种，完善交易平台的抵押担保融

资功能。

3.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落地见效,制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配套制度。严



格农村宅基地管理,扎实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

以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为重点,

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因地制宜选择盘活利用农村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利用闲置住宅发展符合乡村特点的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餐饮民宿、文化体验等新产业新业态，

以及农产品冷链、初加工、仓储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4.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推进家

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

发展，引导土地经营权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序流转，推进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着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五）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1.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开展化肥农药减量行动。继

续指导和鼓励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和农药，主要农作物化肥、

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积极推进秸秆离田综合利用。强化

畜禽粪污和废旧农膜、农药瓶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户厕

改造、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加强农业有效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加快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全覆盖。推进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和农村公路维修改

造工程。



四、重点工程

“十四五”时期全区计划组织实施 4 项重点工程，包括

设施农业、生猪殖业、冷链物流、畜禽粪便转化有机肥，总

投资达 1.35 亿元。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提高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

政策水平，要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落实区委

书记主要精力抓“三农”工作要求。建立区负总责，乡、村

铁岭市银州区“十四五”期间农业农村建设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规模

（万元）

占地面积

（亩）
建设内容 建设企业

1

银州区龙山

乡设施农业

建设项目

1200 200

在龙山乡牛岗子村、前八里村、

七里屯村、地运所村、柴河西

村建设农用大棚，种植蔬菜，

食用菌等。

农民合作

社、种植大

户

2
生猪养殖项

目
9000 300

在龙山乡东辽海村建设猪舍30

栋（分三期建设），年出栏生

猪 6 万头。

北京大北

农集团

3
冷链物流项

目
1260 22

在龙山乡东辽海村、西辽海村、

柴河西村、英城子村建设冷链

仓储设施，用于冷冻储藏畜牧

生禽，冷藏水果生鲜。

北京大北

农集团、农

民合作社、

种植大户

4

畜禽粪便转

化有机肥项

目

2040 60

在龙山乡东辽海村建设车间、

厂房，利用粪便（鸡粪、猪粪），

经过生产工艺生物菌发酵，转

化为无味、无污染有机肥料，

年处理粪便 2.9 万吨，成品有

机肥 1.5 万吨。

北京大北

农集团

总计 13500 582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加大区级有关部门对基层工作的指导。

各部门按照职责和工作分工，制定推进“十四五”规划时间

表和路线图，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扎实推进，确保工作措

施落实落地。

（二）强化政策扶持

要完善乡村用地政策，建立健全农村新增用地保障机制，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农房和宅基地、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要加强耕地保护意识，强化耕地保护

主体责任，鼓励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增强保护耕地

持续动力。要落实各项惠农支农政策，提高农业风险保障。

要加快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支持保险机构因地制宜开展

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实现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品。

（三）加强资金投入

要建立健全“三农”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公共财政更大

力度向“三农”倾斜，确保财政投入与“十四五”目标任务

相适应。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拓宽资金筹措渠

道，加大政府对农业绿色生产、可持续发展、产业融合、农

村人居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

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担保贴息、

民办公助、风险补偿等措施，撬动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投向乡村振兴。



（四）强化人才保障

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

作队伍。引导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

等返乡入乡人员和“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创新创

业。有组织的动员城市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等下乡服务。

要实施“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计划，要对符合条件的

返乡农民工落实创业培训补贴政策。

（五）加强农业执法

按照提高素质、改善条件、提升能力的要求，进一步加

强农业综合执法条件建设。进一步整合执法职能，集中行使

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检查职能，强化监管手段，构建

权责明晰、上下贯通、指挥顺畅、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体系，为农业发展建设提供保障。

（六）加强考核督导

健全考核评价和奖惩机制，把乡村产业振兴实施成效纳

入本级政府目标任务考核和领导干部重要考核内容，将考核

结果作为各级党政干部年度考核、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将

规划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实化政策措施，制定具体工程和项

目，实施工程项目化管理和建设，层层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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