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现代设施种植建设专项实施方案

(2023—2030 年)

一、总体要求

(一)发展思路。 着眼推进现代设施种植高质量发展,以统筹

强化粮食与“菜篮子”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目标,以稳定蔬菜产

能、提高生产效能、调优生产结构为导向,以传统优势产区老旧设

施改造、非耕地现代设施种植开发、大中城市设施种植标准化示

范、区域集约化育苗(秧)中心建设为重点任务,加快实施一批现

代设施种植重点项目,优化产业布局,完善设施装备,增强抗风险

能力,构建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相匹配的现代设施

种植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二)目标任务。 到 2025 年,重点建成 250 个戈壁盐碱地现代

设施种植园区、100 个大中城市现代设施农业标准化园区、100 万

亩老旧设施整县改造、6000 个左右早稻集中育秧中心、150 个蔬菜

集约化育苗中心。 设施蔬菜产量占蔬菜总产量的比重达到 35% ,

设施种植机械化率达到 50% ,生产效率和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到 2030 年,累计建成 500 个戈壁盐碱地现代设施种植园区、

200 个大中城市现代设施农业标准化园区、200 万亩老旧设施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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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6000 个左右早稻集中育秧中心、300 个蔬菜集约化育苗中

心。 设施蔬菜产量占蔬菜总产量的比重达到 40% ,设施种植机械

化率达到 60% ,保供能力、质量效益明显提高。

二、建设重点

(一)实施戈壁盐碱地现代设施种植建设

1． 建设目标。 在西北地区合理利用戈壁荒地发展现代设施

蔬菜产业,建设 300 个千亩以上戈壁设施种植园区;在黄淮海和环

渤海地区充分利用盐碱地发展现代设施蔬菜产业,建设 200 个千

亩以上盐碱地设施种植园区。 探索推广一批成熟的非耕地现代设

施种植技术装备集成应用方案和市场化开发运营模式,带动全国

利用非耕地发展现代设施种植面积新增 100 万亩以上。

2． 重点建设任务。 在农业生态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的前提

下,在戈壁盐碱地设施种植园区以蔬菜园艺作物为主要生产对象,

利用高标准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采取基质栽培技术和高效节水

技术,运用企业化园区式管理模式,开展非耕地设施种植开发,突

出建设以下内容。

———推进园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开发。 建设 500 个面积不少于

1000 亩的戈壁盐碱地等非耕地现代设施种植标准化产业园区,完

善园区骨干灌排、水源处理、电力设施、基础网络和主干路网等配

套建设,保障园区基础生产条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建设开

发,引导农户通过劳务输出、承包经营等方式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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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生产设施。 发展高标准具有良好蓄热

保温性能的装配化日光温室、大跨度多源蓄热型塑料大棚、外保温

型塑料大棚,配套轻简化无土栽培装置、低成本水处理、水肥一体

化和新能源补温设备等辅助生产装备。 在能源成本较低地区,适

度发展大型连栋玻璃温室和植物工厂。

———完善生产配套设施。 配套产地预冷设施、分级包装车间、

低温配送中心、批发市场冷藏设施建设,提升蔬菜采后商品化处理

水平。 建设集约化育苗中心,保障种苗供应。

———建设标准化基质厂。 利用先进生物工程技术,推动农牧

业废弃物无害化基质化利用,建立以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为原

料的有机栽培基质标准化加工厂,满足非耕地设施农业对育苗基

质和栽培基质的需求。

———信息化与智能作业装备。 配套环境和作物长势等信息采

集设备,配置自动通风、电动卷帘、二氧化碳施肥、水肥一体化等管

控硬件、小型作业装备与智能调控系统,提升设施生产信息化、智

能化水平。

3． 建设布局。 建设 300 个千亩以上戈壁现代设施种植园区,

主要布局在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等 8 个地区;200 个千亩以上盐碱地现代设施种植园区,

主要布局在天津、河北、辽宁、江苏、山东等 5 个省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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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大中城市设施种植标准化园区

1． 建设目标。 围绕增强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能

力,重点在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的全国大中城市郊区及周边区域,

结合资源禀赋和城市消费需求,建设 200 个百亩以上的现代设施

种植标准化园区,累计建设 2 万亩以上,统筹推动老旧设施改造、

高端设施提升、产业链配套,带动大中城市蔬菜自给水平提升。

2． 重点建设任务。 鼓励大中城市现代设施农业连片组团式、

园区化开发,建设规模连片的现代设施种植标准化园区,推动各类

市场主体向园区集中、科技要素向园区集聚,探索推广一批国内外

领先的设施农业新技术、新材料与新工艺,示范带动全国设施种植

提档升级。

———突出高端先进生产设施示范带动。 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全

年生产、立体种植、智能调控的连栋温室和植物工厂等高端生产设

施,配套国产化智慧管控系统和智能作业装备。 北方地区开展果

菜周年设施生产模式示范,重点建设低能耗大型连栋玻璃温室、柔

性日光温室和大跨度塑料大棚,推广果菜长季节栽培模式、正压通

风环境调控模式和配套果菜全过程巡检诊断机器人。 南方地区开

展叶菜周年设施生产模式示范,重点建设低成本连栋塑料大棚,推

广叶菜水耕栽培模式、营养液温室调控模式和配套叶菜自动移栽

收获作业装备。 在有条件的中心城市,开展立体植物工厂生产模

式示范,建设适宜不同品种立体植物工厂,集成示范全程无人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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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配套技术装备。

———完善提升园区公共基础配套设施。 建设提升园区生产用

电配套设施、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交通、物流、信

息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信息化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智慧

园区。 完善配套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园区“田头+直销+网络”的营

销体系。

———培育融合发展的设施农业新业态。 发挥大中城市都市农

业产业融合、业态创新等优势,推动设施农业多元功能拓展与多元

价值转化,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一批

国内外领先的设施农业先进业态。

3． 建设布局。 大中城市设施种植标准化园区主要布局在常

住人口 100 万以上的大中城市郊区及其周边。 其中,36 个大中城

市各建设 2—4 个园区,其他大中城市各建设 1—2 个园区。

(三)推动现代设施农业改造提升

1． 建设目标。 在设施种植传统优势产区,按照补短板、强弱

项的要求,整县推进老旧设施改造提升,重点完成改造提升 200 万

亩,其中日光温室改造 100 万亩、塑料棚改造 100 万亩,促进信息

化和设施化融合,推动设施结构与环境控制设备向大型化、宜机

化、智能化转型,示范带动各地加快设施改造升级。

2． 重点建设任务。 整县实施现代设施农业改造提升项目,推

广不同区域设施改造技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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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标准化温室设施建设。 黄淮海和环渤海地区以发展

节能日光温室和大跨度塑料大棚为主,加大新材料、新棚型开发应

用,加强冬季蓄热增温和保温防寒设施,增加光照强度和时间。 长

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以发展单栋和连栋塑料大棚为主,适度发展遮

阳棚、防雨棚、防虫网室,推进生产管理轻简化、自动化升级。 西北

和东北产区以发展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为主,提高设施防寒保温

性能。

———加快老旧设施结构改造。 加快老旧低效温室设施“小改

大”,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宜机化水平;推广新型复合保温墙体,提

高保温蓄热性能;推广装配式热浸镀锌钢架结构,增强设施安全

性,扩大生产作业空间。

———信息化与智能化改造。 按照补短板、强弱项原则,增配环

境和作物长势等信息采集设备、自动卷膜通风和水肥一体化等智

能调控设备以及小型打药机和物流运输车等自动作业装备,提升

设施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

3． 建设布局。 现代设施农业改造提升项目主要布局在黄淮

海和环渤海地区、长江流域和西北地区等设施种植传统优势产区,

聚焦设施种植面积在 50 万亩以上的山东、江苏等 20 个重点省,兼

顾其他省份,选择设施种植大县开展项目建设。

(四)建设现代设施集约化育苗(秧)中心

1． 建设目标。 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双季稻生产优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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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6000 个左右早稻集中育秧中心,提高水稻集中育秧服务能

力,带动扩大早稻种植面积,助力提产增效。 在蔬菜主产区建设

300 个年育苗能力 5000 万株的集约化育苗中心,新增 750 万亩蔬

菜需苗量,有效解决小农户育苗难、成本高、质量差的问题,提升育

苗质量与效益。

2． 重点建设任务。 因地制宜建设早稻集中育秧中心,涵盖播

种出苗车间、育秧温室大棚及育秧设施设备等。 播种出苗车间主

要包括用于满足播种出苗相关生产服务作业所需的轻钢结构厂房

或各类温室。 育秧温室大棚主要包括育秧使用的连栋温室、塑料

大棚等各类温室设施。 育秧设施设备主要包括浸种池、催芽室等

专用设施;碎土机、筛土机、输送机等可多年使用的固定资产设备。

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布局合理的集约化育苗中心,涵盖集约化

育苗生产设施、自动化育苗装备、温室大棚环境精准调控设备等。

建设集约化育苗生产设施。 按照年育苗能力 5000 万株的规模标

准建设 300 个集约化育苗中心。 因地制宜建设集约化育苗设施,

北方地区建设日光温室、大跨度保温塑料大棚和连栋玻璃温室育

苗生产设施,南方地区建设连栋塑料大棚育苗生产设施。 鼓励有

条件地区探索建设以全程自动化为特色的连栋温室潮汐式物流运

输苗床生产模式。 建设自动化育苗装备。 配置自动化播种线、全

自动嫁接机、自动分级移栽机、催芽室、愈合室等工厂化育苗装备,

实现育苗全程自动化作业管理。 建设温室大棚环境精准调控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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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配置室外气象站、室内环境传感器、种苗长势视频监控系统等

数据采集设备,配置补光、电动开窗、电动卷帘、二氧化碳施肥等环

境控制系统,实现温室大棚保温、降温、补光、遮光等环控措施自动

调控运行。

3． 建设布局。 早稻集中育秧中心主要布局在浙江、安徽、福

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 10 个双季稻生产省

份。 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主要布局在蔬菜播种面积千万亩以上的

山东、河南等 16 个蔬菜大省和 10 个设施蔬菜重点省。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协调推动。 农业农村部积极推动有关规划和政策

出台,加强重点项目储备,跟踪调度项目落实进展,统筹研究解决

规划实施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制定本地区设施

种植建设实施方案,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和跟踪调度工作,加强与地

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协同,推动将“发展设施蔬菜”纳入“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考核,强化资金、技术、政策落实,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二)强化政策支持。 实施设施农业贷款贴息奖补政策。 按

规定用好农业生产相关项目渠道,对设施种植业发展予以积极支

持。 鼓励金融机构开发设施蔬菜专属金融产品,为设施生产主体

提供信贷直通车服务,对权属清晰的温室大棚设施装备开展抵押

贷款。 强化用地政策保障,指导设施种植大县编制年度设施用地

进出平衡总体方案,建立完善非耕地发展设施农业的用地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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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断完善设施农业用地保障机制。

(三)强化科技支撑。 完善设施种植科技创新体系,依托农业

农村部设施农业工程学科群重点实验室、农业农村部设施园艺区域

技术公共研发中心及地方科研院所等平台,聚焦设施专用品种选

育、新型设施结构及材料、绿色高效生产技术、采后处理技术、设施

智能装备研发、病虫害防控等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工业智能装备,开展跨学科协同攻关一批前瞻性、引

领性技术,解决制约设施种植业发展的重大关键和共性技术问题。

(四)强化指导服务。 围绕设施种植生产、加工、流通等全环

节,完善标准、技术、信息等配套服务,深入实施种植业 “三品一

标”提升行动,推动按标生产。 组织农业农村部蔬菜专家指导组、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分区域、分类型编制蔬菜设施推荐构型图

集,集成示范“小棚变大棚”等改造升级措施,配套以宜机化为载

体的栽培技术模式,开展技术培训指导,提升设施生产管理水平。

结合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培育行动等,加强

设施种植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发展社会化服务。

(五)强化宣传引导。 深入总结挖掘各地推进设施种植业发

展的经验做法,及时宣传解读创新案例,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

普及适用工艺技术模式,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综合运用报纸、电

视、网络等媒体,利用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

平台,加强宣传引导,营造推进设施种植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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