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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省 农 业 厅 文 件 
 

鄂农计〔2018〕30 号 

 

 

省农业厅关于印发湖北省 2018 年 

果菜茶全程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方案的通知 

 

有关市、州、县（区）农业局（委）： 

现将《湖北省 2018 年果菜茶全程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建设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湖北省农业厅 

2018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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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2018 年果菜茶全程绿色标准化 

生产示范基地建设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印发 2018 年果菜茶全

程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方案的通知》（农农经作〔2018〕

24 号）和《关于做好 2018 年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工作的

通知》（农农耕肥〔2018〕27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1 号文件精神，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优化供给、提质增效、

农民增收为目标，结合部级绿色高质高效创建和果菜茶有机肥替

代化肥示范县创建项目，在果菜茶特色产品优势区，开展全程绿

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推进

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示范建成一批引领全省现代农业

发展的安全菜园、精品果园和高效茶园，促进果菜茶产业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 

二、建设目标 

2018 年，选择 3 个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县（秭归县、云

梦县、来凤县）和 3 个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创建示范县（当阳

市、大悟县、南漳县），各建设 1 个果菜茶全程绿色标准化生产

示范基地，每个示范基地面积不少于 3000 亩，辐射带动面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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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以上。通过开展全程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力争实现四个新

突破。 

（一）在实施绿色标准化生产的组织方式上有新突破。大力

扶持培育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联合）、龙头企业

等新型经营主体，鼓励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

地建设。探索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组织方式，促进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实现产业成果共享、乡村有效治理。  

  （二）在集成示范绿色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上有新突破。

根据不同产业特点和生产条件，每个项目县要集中力量，集成技

术，示范推广从集约育苗、生产管理，到采收处理、贮运加工等

全过程的高质高效、资源节约、生态环保的绿色生产技术模式，

促进良种、良法、良田、良机、良制配套应用，尽快探索建立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标准化生产制度体系。  

  （三）在加快建立园艺产品优质优价机制上有新突破。围

绕市场需求，发展订单生产，促进产销衔接，加快产品外销出口。

大力推进地理标志品牌、区域品牌、企业知名品牌等创建，分层

分类、持续推进公用品牌建设，打造一批果菜茶优质产品品牌，

提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促进产品优质优价。  

（四）在健全完善园艺产品质量追溯机制上有新突破。加

强投入品监管，建立完善投入品管理、生产档案记录、产品质量

检测、合格证准出机制，严格执行质量安全管理五项制度，构建

覆盖种植、加工、收购、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的质量追溯

体系。推进示范基地信息化管理，促进各类追溯平台互联互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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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信息共享，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三、建设内容 

（一）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示范工作。建立完善生产技术、

产品质量等标准体系，加大贯标力度，引导农民按标准化规程组

织生产和管理。核心示范区 100%实现按标生产，充分发挥好示

范引领作用。 

（二）大力推进品种改良和特色品种保护工作。加快果菜

茶优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提高果树无病毒良种苗木和茶树无性

系良种覆盖率。推广蔬菜集约化育苗，提升种苗统育统供水平。

加强地方特色品种的抢救保护、提纯复壮，逐步恢复种植一批传

统地方特色品种，丰富产品种类，传承和保护特色品种及种质资

源。 

（三）大力推进品质提升工作。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

集成组装类型多样、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机肥替代化肥模式，推广

应用水肥一体化和有机肥机械深施技术，提高水肥利用效率，核

心示范区化肥用量减少 20%以上。开展绿色综合防控行动。加

快绿色高效生产模式的推广应用，扶持一批专业化服务组织，推

进全程统防统治、绿色防控。开展老果（茶）园改造升级行动。

制定完善果园“三改三减”（改品种、改树形、改土壤、减密度、

减化肥、减农药）操作规范，推进茶园“三推两减”（推进茶树更

新、推进土壤改良、推进机械化生产、减化肥、减农药）。开展

产地环境改善行动。加强修复治理土壤连作障碍，改良土壤，培

肥地力，防控污染，实施残膜回收与综合利用工程，开展清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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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建设，推进农机农艺结合。 

（四）大力推进品牌维护和打造工作。加强产品采后分级、

预冷、包装、贮运等商品化处理及设施建设，鼓励开展精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实行产品统一包装标识，推广

应用二维码，确保产品可追溯查询。大力开展“三品一标”认定，

充分利用微信、网店等现代信息网络，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升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实行中央统筹、省级负责、县级实施

的工作机制。项目县要成立由政府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推进落实小

组，县级农业主管部门要牵头组建工作专班，要根据作物特点，

准确掌握工作标准和要求，细化实施方案，强化工作措施，确保

任务落实。县（市）实施方案于 9 月 25 日前报送省农业厅。 

（二）加强指导服务。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基地为农户送政策、

送技术、送信息，及时开展分类指导，举办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

班、现场观摩会。加强巡回指导，做好协调服务，确保关键技术

入户到园。 

（三）加强督导检查。切实加强对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检查

督导，及时跟踪调度，掌握建设进展，重点督查工作责任、实施

方案、技术规程、质量监管等落实情况，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四）加强总结考评。各项目县要及时开展自评，形成自评

报告于 11 月 20 日前报送省农业厅。省农业厅对项目实施情况进

行综合评价，形成年度总结报告，于 12 月 1 日前报送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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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种植业管理司。 

（五）加强宣传引导。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

报道各地果菜茶全程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实施进展及

好经验、好做法，营造氛围，扩大影响。同时每个核心示范区要

树立 1 个创建标牌，方便农民学习，接受社会监督。 

联系人：林智全；联系电话：027-8766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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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业厅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