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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Z

费品更新换代。完善农村道路、水、电（充电桩）、通信等基础设施，改
善耐用消费品等使用环境。

●优化农村生活服务供给。依托乡镇商贸中心、农村集贸市场等场
所，提供餐饮、亲子、洗浴、健身等服务。利用村民活动中心、夫妻店等场所，
提供理发、维修、废旧物资回收等便民服务。鼓励城镇市场主体到乡村设点，
直接向农民提供服务。

●提升县域文旅服务功能。合理开发利用农耕文化遗产，培育乡村
特色文化产业，建设一批特色文化产业村镇和文化产业群。创新举办特色
农事节庆活动，发展会展经济，促进特色农产品销售。

增强农产品上行能力

●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
加快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加强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稳步推进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
产品认证，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

●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能力。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培育一批生产标准、技术集成、
管理科学的农产品初加工企业。

●加强农业品牌培育。挖掘品牌内涵，讲好品牌故事，创新品
牌营销，支持流通企业、电商平台等开设品牌农产品销售专区，培
育农产品网络品牌，促进品牌农产品销售。

完善农产品市场网络

●加快发展产地市场体系。认定一批国家级农产品产地专业市
场，提升价格形成、信息服务、物流集散、品牌培育、科技交流、
会展贸易等主要功能。加快推进田头市场建设，促进小农户与大市
场的有效对接。

●提高农产品市场公益性保障能力。采取入股参股、产权回购
回租、公建配套等方式，建设改造产地市场、农贸市场、菜市场等，
提高便民服务水平。

●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综合考虑节点功能、地理位置、产
销规模等因素，确定一批全国农产品骨干批发市场和骨干流通企业，
带动农产品生产、运输、仓储、流通、消费等各环节信息互联互通、
设施共用共享。

●加快补齐冷链设施短板。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规模适
度的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加强移动式冷库应用，发展产地低温直销
配送中心。引导生鲜电商、邮政、快递企业建设前置仓、分拨仓，
配备冷藏和低温配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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