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实施全力打响“四大品牌”的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责任分工表 

序号 专项行动 主要内容 牵头处室 配合处室 

1 

 

提 升 服 务

农业生产能力

和水平，开展设

施装备提升行

动 

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快粮食生产全程机械

化步伐，继续推进粮食烘干能力、农机库房和维修网点等建设。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 2018年达到 92%，2019年达到 93%，

2020年达到 94%。 

加大高效植保机械配置力度，新增自走喷杆植保机械 60

台、高效植保覆盖面积 130万亩（2018年）；新增自走喷杆植

保机械 70 台、高效植保覆盖面积 135 万亩（2019 年）；新增

自走喷杆植保机械 70 台、高效植保覆盖面积 135 万亩（2020

年）。 

试验、示范精量施肥机械。选型示范侧深施肥机械（2018

年）；推广机械化侧深施肥 2万亩（2019年）；推广机械化侧

深施肥 10万亩（2020年）。 

农机化办 种植业办 



2 

提 升 上 海

农业科技服务

水平，开展农业

科技提升行动 

着力平台建设，形成农科市场。全力打造长三角农业科技

路演中心（金山枫泾），建设上海农业科技成果交易协同管理

系统，建立健全交易体系，为各类创新主体搭建项目路演、技

术对接、转化交易的服务平台，积极引导农业科研院所、高校、

科技型企业等单位的农业科技成果在公开平台上交易转化

（2018 年）。 

着力制度建设，完善转化机制。整合用好国内外信息渠道

资源，优化展示发布、价值评估、成果交易、法律咨询、抵押

融资、金融保险等专业服务，构建成熟的农业科技交易体系、

服务体系、金融体系；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模式，服务范围拓展到长三角等地区（2018-2019年）。 

着力配套建设，促进成果转化。贯彻落实好国家、本市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以及促进本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的有关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效应。探索建立符合上海农

业产业发展特点的成果转化配套扶持政策，探索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与项目立项、绩效评价的协同机制，降低经营主体获取农

业科技成果的风险，促进成果交易，扶持产业化落地

（2019-2020年）。 

科技处  



3 

提 升 信 息

化服务水平，开

展逐步实现“一

网通办”行动 

 

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积极做好行政审批和评估

评审事项取消调整工作，凡是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和评

估评审事项，我委一律同步取消，不再实施；凡是国务院决定

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我委同步做好接、管工作，确保放得下，

接得住，管得好；凡是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评估评审事项，我委

同步做好调整工作。对于涉及企业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事项，

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办事效率，缩短行政审批办理时间，为行

政相对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民的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能

力和水平（每年度按照市审改办工作要求推进）。 

政策法规处 
相关处室 

及单位 

打造“上海农业”网品牌，结合上海农业公共信息平台建

设，成为服务“三农”的总窗口、数据汇聚的总入口和信息服

务的总出口。整合上海农委系统网站，新版上海农业网开通

（2018 年）；上海农业公共信息平台架构基本建成（2019年）；

基本建成上海农业公共信息平台（2020年）。 

市场信息处  



4 

改 善 人 居

环境，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行

动 

 

 

 

加快推进农村村庄改造。至 2020 年底，基本农田保护区

规划保留地区村庄改造工作完成。推进实施涉及 7万户农户的

村庄改造工作（2018年）；推进实施涉及 7万户农户的村庄改

造工作（2019年）；推进实施涉及 5万户农户的村庄改造工作

（2020 年）。 

每年评定 15 个左右的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2018—2020

年）。 

每年推进 10个左右的村开展乡村振兴示范村试点建设（根

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安排推进实施）。 

 

 

 

 

城镇规划处 

种植业办、蔬

菜办、水产办、

经济商务处、

政策法规处、

综合发展处 



5 

加 强 农 业

生态环境保护，

开展绿色农业

行动 

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工作，实施轮作休耕养地、有机

肥替代和精准施肥，推广农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通过

加强加强农机配置、制定技术标准、政策支撑保障，拓宽综合

利用渠道，提高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主要农作物化

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全市化肥（折纯量）、化学农药

使用总量分别减少至 8.72万吨和 0.34万吨（2018年）；分别

减少至 8.32 万吨和 0.33 万吨（2019 年）；分别减少至 7.9

万吨和 0.32万吨（2020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

（2018 年），2019-2020年达到 96%。 

 

种植业办 
农机化办、 

蔬菜办 

强化装备建设，加快推进蔬菜生产“机器换人”。加快推

进机械化技术应用，努力提高标准化园艺场机械化水平。出台

上海市蔬菜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制定绿叶菜生产关键环节蔬菜

机械选型建议目录，制定本市青菜（设施栽培）主要机械化生

产技术指导意见（2018年）；加强绿叶菜新机具的试验、示范、

推广，制定和完善绿叶菜主要生产环节机械化技术路线和方案

（2019 年）；本市标准化蔬菜园艺场绿叶菜机械化率达到 50%

（2020 年）。 

农机化办 蔬菜办 



6 

 

围 绕 高 品

质生活，开展质

量提升行动 

 

推进绿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围绕绿色农业发展，探索制

定农产品绿色生产示范区评价指标（2018年）。 

通过试点实施，逐步推广到全市范围，并形成完整的评价

体系（2019-2020年）。 

进一步完善本市农业标准化体系，制修订粮油及经济作物

标准 12 项、蔬菜标准 6项、畜牧标准 15项、水产标准 15项、

农资标准 7项、设施土壤质量标准 5项，农业标准化生产区域

稳步扩大，主要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率达到 90%以上（2020年）。 

质量监管处 相关处室 

加强示范市创建。完成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自查工

作，对各相关区创建工作进行预验收（2018 年）。申请农业部

对本市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创建进行考核验收（2019

年）。 

全面强化监管。系统开展涉及产地环境、农产品的质量安

全监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和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强化

检测、执法，保障地产农产品安全（按照年度计划实施）。 

推进追溯体系建设。保持纸质农业档案全覆盖的基础上，

全市 300 个规模化经济作物合作社（企业）企业及稻米产业化

经营户、270 家规模化蔬菜园艺场实现农业档案电子化管理

（2018 年）；全市 350 个规模化经济作物合作社（企业）企业

及稻米产业化经营户、300 家规模化蔬菜园艺场实现农业档案

电子化管理（2019年）；全市 400个规模化经济作物合作社（企

业）企业及稻米产业化经营户、330 家规模化蔬菜园艺场全部

实现农业档案电子化管理（2020年）。 

质量监管处 相关处室 



提升绿色农产品生产能力。创建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推广绿色生产技术。进一步加大绿色食品认证的工作力

度，稳步提升绿色食品供给率，不断提高绿色食品在“三品”

中的比重。 

绿色食品认证率力争达到 10%（2018年）；绿色食品认证

率力争达到 15%（2019年）；绿色食品认证率力争达到 20%（2020

年）。 

质量监管处 相关处室 

7 

强 化 品 牌

引领，开展农产

品优质品牌培

育行动 

 

培育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企业)品牌。组织推荐国家级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农业企业品牌、特色农产品品牌、市级

知名品牌。 

建立市级农产品百强品牌目录（2018年）；实现市级农产

品百强品牌目录动态、跟踪管理（2019 年）；培育 20 个农产

品知名品牌（2020年）。 

市场信息处  



8 

培 育 打 造

农产品品牌，开

展地产优质农

产品品鉴评优

行动 

 

培育打造上海地产优质农产品品鉴评优活动品牌，开展本

市地产优质农产品品鉴评优活动。开展 2018 年上海大米、草

莓、西瓜、蔬菜、葡萄、大闸蟹等品鉴评优活动（2018年）。 

在总结 2018 年活动开展情况和评估成效基础上，积极培

育打造上海地产、长三角地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各地优

质农产品品鉴评优服务品牌（2019—2020年）。 

经济商务处 

种植业办、蔬

菜办、水产办、

监管处、综合

发展处、办公

室 

9 

拓 宽 销 售

渠道，开展搭建

展销平台行动 

 

 

搭建农产品展示展销平台。在传统产销对接的基础上开拓

新的销售渠道，在借助上海农展馆、西郊展销中心等传统平台

外，通过易果网、本来生活网等电商平台，加大绿色优质农产

品推介力度，提升绿色食品知名度和美誉度。 

品鉴评优活动中获奖的优质地产农产品通过现有平台进

行市场营销（2018年）；在传统农商、农超、农标、农社、农

旅对接的基础上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如盒马生鲜、京东等电商

平台（2019-2020年）。 

 

经济商务处 

种植业办、蔬

菜办、水产办、

市场信息处、

科技处、监管

处、综合发展

处、办公室 



10 

开 展 农 业

文化遗产传承

保护行动 

 

配合嘉定区加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实施《加强嘉定

竹刻传承保护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到 2020 年，建

设一个不少于 2500 平方米的嘉定竹刻博物馆，建设一个拥有

20至 30 个竹刻工作室的集聚区，每年定期组织开展竹刻展览、

培训、研究等活动。贯彻落实《加强徐行草编传承保护实施方

案（2018—2020年）》，规划“草编文化创意村落”暨“美丽

蒲鞋村”项目，保留徐行本地农宅、客堂汇资源，创编以草编

文化为核心的艺术展演、文创产品，整体规划“徐行草编之旅”

展示游览体系。 

争取市文广部门的支持，召集各涉农区开展农业“非遗”

保护座谈会，摸清底数，探明需求，统筹谋划（2018年）。 

尊重各区主体意识，支持有积极性的区加大农业“非遗”

的发掘和传承保护力度。根据农业农村部的部署，做好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推荐申报工作（2019—2020年）。 

经济商务处 

社发处、组织

处、综合发展

处、办公室 

培育、推广农村特色体育及传统体育项目。指导各区加强

对“三龙一灯”、“三舞一耕”等本土传统体育项目和农村特

色体育健身团队的培育和推广。加大市级农民健身基地建设扶

持力度，助推体育设施建设。加强文化、技能、知识的传播，

培养后继人才，有序开展各类农村传统健身项目培训

（2018-2019年）。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举办具有“三农”特色，广大群众喜

闻乐见的农民体育品牌赛事活动，促进农民体育品牌与乡村旅

游、特色民宿等休闲农业融合发展（2019-2020 年）。 

社会发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