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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Z

    本刊综合

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和加强市场监管

●强化农村市场执法监督。完善商品质量、“双随机、一公开”
和进货台账、不合格商品退市等监管制度。畅通农村消费投诉举报
渠道，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促进农资市场有序发展。加快推进农资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积极引导农资市场主体加强行业自律，倡导行业内部推行守法经营
或质量公开承诺制，规范农业生产资料经营行为。

●加强市场质量安全监管。加强农村市场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
动，加强流通渠道管理，完善农村市场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加大宣
传力度，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创新流通业态和模式

●支持大型企业开展供应链赋能。鼓励大型电商、邮政、快递
和商贸流通企业为中小企业、个体商户提供集中采购、统一配送、
销售分析、库存管理、店面设计等服务，增强农村实体店铺经营水
平和抗风险能力。

●扩大农村电商覆盖面。引导电商平台投放更多种类工业品下
乡，弥补农村实体店供给不足短板。实施“数商兴农”，发展农村
电商新基建。深入推进“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培育快
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

●发展县乡村物流共同配送。在整合县域电商快递基础上，搭
载日用消费品、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配送服务，推动物流快
递统仓共配。推进邮快合作下乡进村工程。推动农村寄递物流公共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信息共享、数据互联。

●强化产销对接长效机制。引导农产品流通企业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通过订单农业、产销一体、股权合作等模式实现精准对接。
开展多种形式的产销对接活动，鼓励各地发挥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
县企合作等机制作用。

加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建设

●健全农资流通网络。鼓励各类农资市场主体共建共享，发展
直供直销、连锁经营、统一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引导传统农资经
销商创新营销模式，提高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比例。

●增强农资服务能力。引导服务组织面向小农户、家庭农场和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测土配方施肥、机具租赁等
社会化服务，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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