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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制所建设成效显著
    
在国家政策和省委、省政府打造

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战略的支持
下，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迅速。
2018 年以来，云南有机茶叶、果蔬、
中药材、肉牛等重点产业的种植面积、
养殖规模综合产值、市场份额以及出
口创汇等均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全省
“绿色食品牌”重点产业农业综合产
值年均增长保持在 16%，有力促进了
全省高原特色农业不断崛起。然而，
长期以来存在的农产品贮藏、保鲜、
烘干、分级、包装等产地初加工基础
薄弱，设施简陋，技术落后，田间损
耗严重等问题，成为云南农业提质增
效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扶
持农产品加工环节建设。2016 年，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要求省
（区、市）全面推广普及科学适用的
农产品初加工设施；2020 年，国务
院将鼓励和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和中小微企业、种养大户等发展农
产品产地初加工，列入《全国乡村产
业发展规划（2020 － 2025 年）》，
为农产品初制所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
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云南先后出台一
系列促进农产品加工业跨越发展的
实施意见，推进农产品初制所建设。
截至 2021 年 6 月，云南已累计安排
资金 5 亿多元，建成一大批农产品

农产品初加工是延长产品保存时间、减少损耗、提高质量的一

个重要环节。近年来，云南积极扶持农产品初加工体系建设，通过

兴建农产品初制所，为农业提质增效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初制

所建设不规范、层次不高、群众受益面不广等问题较突出。

农产品初制所建设如何布局

石林县某企业木耳初加工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