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签发人：刘 铭 宁农提字〔2023〕8号

分类：A

关于县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

第 14 号提案的答复

魏园生委员：

您提出《发展设施蔬菜，助力乡村振兴》提案收悉，现答

复如下：

一、关于政策落实的问题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我县持续大力支

持蔬菜产业发展，坚持“巩固、提质、增效”发展思路，在壮

大产业规模的同时，高度重视巩固和提升已建成基地的高效运

行，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保障政策，有效

推进了我县设施蔬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3 年继续实行“国

企投融资”模式建设蔬菜基地，基地大棚、水、电、路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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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由县农投公司融资建设，大棚出租给农户种植蔬菜，较好

地解决了农户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于老基地大棚县财政给予换

模补助 4.5 元/平方米，同时享受市级奖补 1000 元/亩；基地水

电路设施维养及秸秆清理给予每个基地 400 元/亩的经费支持；

同时还出台蔬菜信贷贴息、蔬菜保险保费补贴、聘用技术员工

资补助等政策。

二、关于“富硒品牌”打造的问题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的殷

殷嘱托，我县高度重视富硒品牌打造工作，邀请国家有关机构

完成富硒土壤资源调查，基本摸清了全县富硒土壤资源分布情

况，全县有 11 处富硒、足硒区，主要分布在青塘镇、田头镇、

黄石镇、石上镇、洛口镇、赖村镇、固厚乡、梅江镇、对坊乡

等 9 个乡镇，其中我县青塘镇富硒土壤面积达到 75000 亩，其

中富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约 73.79%，平均含硒量 0.46mg/kg，

高于全国土壤硒含量（0.29mg/kg）。

宁都县利用富硒资源优势，全力打响“宁都富硒蔬菜”，“宁

都辣椒”品牌，目前打造千亩富硒蔬菜基地 4 个，认证富硒产

品 13 个，“宁都辣椒”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列

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宁都富硒蔬菜获中央电视台等媒

体大量宣传报道与广告，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宁都辣椒”“宁都蔬菜”，在全省、全国都已有了较大的

名气，众多资源由过去的“请进来”变成“慕名来”。同时我县

积极申报国家、省相关重大项目实施，对加快推进我县富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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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打造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富硒

蔬菜基地打造、富硒产品认证，争取更多项目支持，唱响“宁

都富硒蔬菜”品牌。

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建设的问题

我县积极对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密

切与广东、赣州海关等相关部门的协调联系，精心组织谋划，

积极组织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证，加大宣

传引导力度，对有意申报“菜篮子”基地认证的主体，结合大

湾区蔬菜市场需求与特点，县给予种植技术的侧重指导支持，

以确保产品质量满足认证标准要求。在申报过程中给予保姆式

帮扶，解决实际遇到的困难，帮助企业快速高效拿到认证。同

时对成功申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证的，给予

财政奖补 5 万元/个。当前全县已成功申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生产基地认证 6 个，面积 6500 余亩。下一步，我们将规范

基地生产管理，提升蔬菜品质与产量，加大力度引导和组织申

报“菜篮子”生产基地认证，真正把我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高品质蔬菜的生产保供基地，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四、关于科技赋能，降低成本方面的问题

目前，设施大棚种植人工成本占整茬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

加上栽培管理风险，使得设施蔬菜产业投入大、风险高。同时，

将来随着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老年化，人工成本会越来越高，

严重制约着产业的持续发展。而科技赋能则是破解这些问题的

有效途径，为此，我县正有序推进设施大棚数字化智能化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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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布置大棚温度智能监测仪 30 余台，联合网信、工信等部门

和相关移动电信运营商建设智能监测系统大棚 10 余个，为及时

有效大棚科学管理提供预警和依据。在田头桃园基地、竹笮新

街钓洲岛基地，建有数字化智慧示范棚 4 个，充分利用物联网、

大数据、5G+等先进技术，提高了生产智能化水平、管理数字智

能化水平，提高了生产效率，保障了产品质量安全，起到了很

好的示范带动效应。目前，正在长胜镇青树村坝底蔬菜基地规

划打造成数字化设施蔬菜基地，基地整合环境监测、视频监控、

病虫害管理、智慧灌溉一体化管理、智慧大棚掌上管理系统等

功能，通过数字化建设，有效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短缺、管

理手段匮乏、种植标准化程度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等

现状。

五、关于直播带货、保鲜仓储、精深加工方面的问题

随着产业不断发展，蔬菜电商销售方式也得到快速发展，

京东、拼多多、销售扶贫等多个电商平台参与我县蔬菜销售，

通过内引外联，我县已有一大批人员从事蔬菜的线上、线下销

售，高峰期每日销售量达上千吨，较好地保障了我县蔬菜的销

售问题。2022 年在竹笮钓洲岛建设宁都县蔬菜产业服务中心，

打造直播平台，邀请了本县网红常驻直播基地直播带货，解决

卖货难的同时也让农户卖上更好的价格。我县持续加强区域分

拣中心及田头冷库建设，全县建成区域分拣中心 6 个，地头冷

库 90 个，可同时容纳蔬菜仓储及地头打冷 3000 吨，对调节农

户销售，延长辣椒货架期，提高销售收益提供设备保障。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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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引进辣椒加工生产线 2 条，日处理鲜辣椒 500 吨，有效解

决了辣椒生长末期，品质差，销售难的问题。

六、关于蔬菜保险的问题

设施蔬菜在生产过程中易受冻害、强风、冰雹等灾害天气、

病虫害以及技术管理不当等方面的影响，使农户遭受较大的种

植风险。我县充分利用省、市在农业方面的保险政策，结合自

身实际，大力推进设施蔬菜保险，制定出台了《宁都县蔬菜保

险实施方案》，给予农户保费补贴（保费分担农户承担 25%，省、

市、县财政补助 75%），对我县设施蔬菜从种植、大棚钢架、棚

膜、蔬菜价格指数四方面进行承保，保险实现全覆盖，较好地

提高了种植户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了菜农种菜的积极性，为我

县设施蔬菜的持续向好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后，我们将根

据实际生产需要，持续优化保险种类，提升蔬菜种植户抗风险

能力，保障农户种植收益。

附：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宁都县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9 月 25 日

抄送：县政协提案委，县政府督查室

宁都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 年 9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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