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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农规计字〔2022〕2号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22年全省
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现将《2022年全省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2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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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省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省级现代农

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赣财农指〔2021〕43号）和《江

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省级财政农业专项资

金部分任务清单的通知》（赣农规计字〔2021〕40号）要求，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产业振兴，2022年省级财政

提前下达 1.25亿元，支持全省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结合

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构建经济

作物良种繁育体系、标准化生产体系、病虫害防控体系，加

快推进食用菌、水果、茶叶、中药材等高效经济作物提质增

效，实现江西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突出主导产业。在全省选择产业基础好、发展方向

明确、具有一定产业知名度的食用菌、水果、茶叶、中药材

等四大优势产业，集中力量做优做强，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聚焦关键环节。针对制约经济作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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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瓶颈和难题，重点抓好品种培优、品质提升等重要环

节，采取点面结合，分类扶持的方式，加快构建经济作物良

种繁育体系、病虫害防控体系、标准化生产体系，推动全省

经济作物发展壮大。

——主攻优势品种。食用菌产业重点支持“赣菇”优势

产区，发展茶树菇、香菇等大宗品种和竹荪、双孢蘑菇等珍

稀品种；水果产业以柑橘为主，兼顾早熟梨、猕猴桃、葡萄、

草莓、果桑等特色水果，打造“一主多特”产业布局；茶叶

产业重点发展 “四绿一红”（狗牯脑茶、婺源绿茶、庐山云

雾茶、浮梁茶、宁红茶）等省级重点品牌，兼顾河红茶、资

溪白茶、靖安白茶、赣南高山茶等地方特色品牌，打造省市

龙头茶企；中药材产业重点发展“三子一壳”（黄栀子、吴

萸子、车前子、枳壳）等道地药材。

——坚持因地制宜。尊重市场规律，坚持错位发展。各

设区市结合实际选择产业基础好、市场前景好的品种重点发

展。同时重点支持优势产区、富硒产区，注重打造产业集群。

三、重点工作

（一）构建良种繁育体系。加快建设食用菌、水果、茶

叶、中药材等四大优势产业的良种繁育基地，在保留一批传

统特色品种基础上，选育一批高产、优质、适应强优新品种，

不断提高良种覆盖率，加快新品种推广应用，做实“育、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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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一体化工作。

（二）构建标准化生产体系。进一步完善种植管理技术

规程，强化农资、农药、肥水、植保、机械作业、技术服务、

产品处理等生产全过程标准化管理，形成一套标准化生产技

术规程，提高产量、品质和效益。

（三）构建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加强经济作物病虫害

监测预警，及时发布病虫信息，分区域分作物制定防控技术

方案,适时开展应急防治、统防统治。推广生物防治、生态

控制、物理防治等经济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示范带动

大面积推广应用，建立健全经济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病虫害防

控体系。

四、项目建设内容

重点支持、补贴以下方面。各地可根据自身实际择优实

施。

（一）建设一批良种繁育基地。支持各地建设食用菌、

水果、茶叶、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育苗中心、种质资源圃

等。资金用于种苗（菌种）补贴、标准化建园、标准化技术

集成运用、设施建设、可追溯体系建设、绿色生态技术推广、

高位嫁接品种更新等。

（二）建设一批绿色防控示范区。支持各地建设一批生

物防治、杀虫灯、黄板、性诱剂、食诱、生草栽培等绿色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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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示范区。资金补助用于生草种子购买，杀虫灯、黄板等病

虫害绿色防控装置购买。

（三）建设一批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支持提升改造集

中连片 50亩以上的标准化经济作物生产示范基地。资金补

助用于种苗、喷（滴）灌、机械化作业、大棚设施等设施设

备购置。食用菌按出菇量对工厂化食用菌生产厂家进行适当

补贴。

（四）集成一批提质增效生产技术。开展经济作物新品

种、新技术研发、示范与推广。支持设区市、县（区）对接

教科研推等机构专业技术团队，帮助建立经济作物良种繁育

体系、病虫害防控体系、标准化生产体系，提升经济作物生

产种植水平。各地技术集成资金不超过资金总额的 10%。

五、项目管理

（一）项目下达。2022年提前下达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

项目资金 1.25亿元。省级按照因素法下达资金到设区市。

由各设区市结合当地实际，制定设区市项目方案，明确发展

重点和主攻方向，分配项目资金至县（市、区），统筹项目

实施。项目资金要相对集中，避免过于分散。在项目资金下

达 1个月内，各设区市将项目实施方案报省农业农村厅种植

业处备案。

（二）项目实施。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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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本县项目实施工作，编制项目具体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

案由县（市、区）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联合行文上报设区市

农业农村、财政部门。

（三）考核验收。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项目考核验

收，并按要求进行公开公示。省农业农村厅组织抽查，重点

检查项目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建设成效等。

（四）资金管理。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

禁止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坚决杜绝套补、骗补等违法违

规行为。对属于政府采购的，应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各

地要加快资金使用进度，对资金使用情况一月一调度，务必

于年底前拨付到位。

附件 1.2022年全省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任务表

2.2022年全省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项目绩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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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全省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任务表
序号 单位 建设任务

1 南昌市

支持省级领军茶企不少于 1家、建设经济作物绿色防控示范区

不少于 1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3000亩，依托省级科

研单位研发食用菌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不少于 1套

2 九江市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少于 2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

于 2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13500亩

3 景德镇市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少于 1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

于 1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7000亩

4 萍乡市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少于 1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

于 1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7000亩

5 新余市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少于 1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

于 1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7000亩

6 鹰潭市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少于 1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

于 1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7000亩

7 赣州市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少于 2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

于 2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14000亩

8 宜春市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少于 2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

于 2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13500亩

9 上饶市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少于 2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

于 2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14000亩

10 吉安市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少于 2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

于 2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13500亩

11 抚州市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少于 2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

于 2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地不少于 13500亩

12 赣江新区 支持中医药科创城中药材基地建设

合

计

支持省级领军茶企不少于 1家、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不

少于 16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于 17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

地不少于 11.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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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全省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项目绩效表

专项（项目）名称 现代农业专项（经济作物高质量发展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江西省财政厅

地方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年度资金总额 12500

其中：省级补助 12500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省级领军茶企不少于 1家、建设经济作物良种繁育基地

不少于 16个、绿色防控示范区不少于 17个、经济作物高标准基

地不少于 11.3万亩。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省级领军茶企

不少于 1家
≥1

建设经济作物良种

繁育基地
≥16个

建设经济作物绿色

防控示范区
≥17个

建设经济作物高标

准基地
≥11.3

时效指标
2022年底资金执

行率
100%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年 1月 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