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单位】沈阳市发改委 沈阳市农委 
  【发布文号】沈政办发[2009]2号 
  【发布日期】2009-01-13 
  【生效日期】2009-01-13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沈阳市  

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发

改委、农委关于确保完成一季度

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任务实施意

见的通知 

 
（沈政办发[2009]2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发改委、农委《关

于确保完成一季度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任务的

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九年一月十三日 

  关于确保完成一季度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

任务的实施意见 

  市发改委  市农委 



  为贯彻落实《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确保实

现2009年一季度经济发展开门红的实施意见》

（沈政发〔2008〕33号）精神，积极应对挑

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全

市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按照“保增长、

做贡献”的工作思路，结合一季度农业和农村

生产特点，现就确保完成一季度农业和农村经

济工作任务提出实施意见如下： 

  一、主要目标 

  （一）县域经济主要指标增速不低于全市

平均增幅，为全市经济保增长做出新贡献。 

  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59.9亿元，增长

18%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190亿元，

增长20%；固定资产投资实现75亿元，增长

30%；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19亿元，增长

25%。 

  （二）冬季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应质量水

平不断提升，为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做出新贡

献。 

  一产业增加值实现18亿元，增长7%。全市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力争完成37亿元，增长8%；

其中畜牧业产值达到30亿元，增长8.4%；肉、

蛋、奶产量分别达到18万吨、10.8万吨和8.5万

吨，分别增长18.8%、20.9%和5.5%。设施蔬菜

面积达到69万亩，产量55万吨，增长15%。 

  （三）农民收入和购买力迈上新台阶，为

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做出新贡献。 

  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培训力

度，提高农民就业能力，确保农民工资性收入



不降低；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现3200元，比上

年同期增收500元以上，增长20%；县域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突破100亿元，增长18%。 

  二、主要任务 

  （一）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 

  1.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高度重视粮食

生产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稳定生产面积，优化

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和粮食生产能力，实

现增产富民。 

  2.切实抓好冬季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畜牧

业、设施农业和高效特色产业，抓好一乡一

品、一县一业，推进农业经济区发展；尽早启

动设施农业小区建设，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基

础。 

  3.健全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大力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壮大农业龙头企业，促进农产品

精深加工，打造名优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搞活农产品流通，重点建设粮食、蔬菜、

瓜果、生猪、牛羊、禽蛋等一批产地批发市

场。发展外向型农业，加强农产品出口基地建

设，推进30万亩基地的备案登记，使蔬果类出

口基地注册达到50万亩以上。 

  4.落实农业结构调整任务计划。各地区要

围绕市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目标，制定农业结

构调整规划和计划，并落到农户。有关部门要

加强与涉农地区的对接，做好规划、土地流

转、协调贷款等前期工作，做到任务早下达、

政策早出台、建设早开工。 

  （二）积极开展春耕备耕。 



  5.抓好物资备耕。全市春耕需要化肥17.5

万吨（折纯量）、种子3493万公斤，农药2500

吨、农膜30000吨，供销系统、农业部门要抓紧

时间组织货源，保证春耕生产物资供应充足。 

  6.搞好科技备耕。重点围绕“一村一

业”、设施农业、特色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

等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培训，引导农民优

化种养结构。深入开展与省农科院科技共建活

动，实施“五大提升行动”，组建10个专家服

务团包乡包项目。 

  7.加强农机备耕服务。各地农机部门要抓

紧农机具检修，做好春耕生产所需柴油准备工

作。推进30个水稻、20个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

示范村建设。扶持农机大户，加快先进实用、

生产急需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 

  8.开展打假保春耕。强化农业综合执法力

度，通过与公安、工商、质监等部门通力合

作，重点对种子、农药、肥料市场进行执法检

查，确保农民买上放心农资。 

  （三）推进农村各项改革。 

  9.推动土地流转。把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作为全年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尽早

提出全市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主导产业，推

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施方案，发展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结构调整腾

出空间。 

  10.加快农业标准化进程。完善全市农产品

标准体系，加强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重

点抓好新民市、辽中县、苏家屯区24个重点乡

镇30万亩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和水果标准



化生产基地建设。出台《沈阳市高毒剧毒农药

管理办法》，从源头上把住农产品质量安全

关。 

  11.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进一步完善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体系。完善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网络，在农产品批发市场、超

市、配送中心普遍建立检测制度。启动水果、

水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12.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落实《沈阳

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若

干意见》（沈政发〔2008〕29号）精神，规范

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解决小生产与大市

场的矛盾，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13.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鼓励主导产业

区建立区域中心站，增强农技推广体系公共服

务能力，加快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

为结构调整提供技术保障。 

  14.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加强县域商贸中

心、乡村商服中心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大

力发展农村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

式，加快“万村千乡市场”和“新农村现代流

通网络”工程建设，拓展农家（资）店服务功

能，实现城市与农村商品的双向流通。 

  15.推进农业经济区体制机制创新。重点推

动于洪区涉农部门和九龙河现代农业示范区核

心乡镇联动配套改革，加快苏家屯永乐、东陵

祝家、新民大民屯等农业经济区体制改革步

伐。 

  16.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推进农村商业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