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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青州市蔬菜产业发展规划

（2023—2025年）》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市属开发区、发展区，市委

各部委，市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青州市人武部，市属各国

有企业，上属驻青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我市

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扩量提质增效，特制定本规划。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青州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6 月 30日

青州市蔬菜产业发展规划
（2023—2025年）

蔬菜是城乡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农产品，保障蔬菜供给

是重大的民生问题。随着我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蔬菜种植业

发展迅速，在保障市场供应、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进一步加快全市蔬菜产业发展步伐，推动产业扩量提质增

效，特制定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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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现状

（一）发展条件

1．自然条件适宜。青州地处鲁中山区和鲁北平原结合部，属

北温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3.5°C，夏

季各月平均气温在 25°C 以上，大于等于 10°C 的积温平均为

4548.6°C，积温有效性高，无霜期平均 205天，年日照时数达 2458.1

小时，光能资源丰富，日照长。温度和日照条件可满足多数农作

物生长发育的需要。温差大，气候年较差平均为 28.6°C，日较差

平均 10.3℃。是国家绿色农业示范区，空气、水质、土壤等环境

资源无污染，发展蔬菜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市场需求空间较大。我市蔬菜种类多，种植面积大，多为

设施种植，可以实现与南方蔬菜错峰上市。随着国内蔬菜消费的

持续升级，优质蔬菜刚性需求快速增长，为我市特色瓜菜生产带

来较大市场空间。随着我市蔬菜产业的发展，具有青州地域特色

的蔬菜产品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市场价格稳步攀升，蔬菜产业

效益持续提升。

3．技术支撑基础较好。我市具有国家级蔬菜育种龙头企业从

事蔬菜新品种引进试验研究。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门负责蔬菜

产业技术服务，具有健全的蔬菜产业服务体系和较强的技术服务

能力。镇街区培育了一批懂技术的种菜能手和种植大户，探索推

广应用了一批蔬菜生产先进实用技术，为加快发展蔬菜产业形成

了技术支撑。

（二）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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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模效益稳定提升。蔬菜产业作为青州市五大农业支柱产

业之一，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22年瓜菜种植面积 60.8

万亩，总产量 250.9万吨，总产值 60亿元，瓜菜总产量和总产值

较去年均有稳步提升。其中，设施瓜菜种植面积 51.5万亩，产量

214.1万吨，产值 51.6亿元；露天蔬菜种植面积 9.3万亩，产量 36.8

万吨，产值 8.4亿元。全市有各类瓜菜大棚 18.5万个，占地 33.4

万亩，其中日光温室大棚 3万个、占地 9.4万亩，大中拱棚 12.2

万个、占地 21万亩，小拱棚 3.3万个、占地 3万亩，蔬菜种植以

日光温室和各类拱棚为主，瓜类种植以大中拱棚为主。

2．种植结构持续优化。大力推进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

应用，种植品种有辣椒、茄子、番茄、黄瓜、西葫芦、白菜、油

菜、甘蓝、芸豆等 30余种，蔬菜种类极大丰富，常规品种、新优

品种、反季节品种互补上市，品种结构渐趋合理，市场供应日益

多元，极大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越冬保温栽培、早春设

施种植、初夏大田栽植、秋后速生栽培等多种植模式同步推进，

栽培方式趋于合理。

3．产业布局初步形成。在高柳镇集中形成茄子、番茄、黄瓜

等日光温室、拱棚设施蔬菜集中生产区，在谭坊镇形成西瓜、尖

椒、茄子等拱棚瓜菜集中种植区，在东夏镇形成大姜、白菜等小

拱棚蔬菜集中种植区。全市培育建成一批设施瓜菜生产基地和农

业龙头企业，逐步形成蔬菜产业标准化育苗、基地化生产的产业

趋势。

4．先进技术加快推广。随着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大量引

进试验和推广应用，蔬菜生产技术和科技支撑能力明显提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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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校、科研院所及市农技推广中心、镇街区农办为主体的蔬

菜科技服务体系，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产业协会等组织广泛

参与蔬菜产业发展和技术服务，形成了统一育苗、订单供苗的优

质种苗供应模式。日光温室、联栋温室、智能温室和钢架大棚标

准化建造、集约化高效育苗、轻简无土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

水肥一体化等先进实用技术得到集成推广和广泛应用，生产效益

大幅提升。

二、产业发展规划

（一）发展思路

蔬菜产业在农产品发展中潜在优势明显，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中作用突出。围绕我市农业今后的调整方向和发展定位，突

出蔬菜产业的生态化、品牌化、产业化，重点发展集研发、生产、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健全产业链条。下一步

工作应突出优势区域，科学合理布局，着力育龙头、扩基地、延

链条、强科技、创品牌、增效益，加快构建生产高效、供应充足、

质量可靠、产销衔接的现代蔬菜产业体系，实现蔬菜产业提档升

级、促农增收。

（二）发展目标

到 2025年，全市蔬菜产业基地布局基本形成，产业体系持续

优化，生产体系健全完备，经营体系不断升级，蔬菜产业发展全

面提质增效。全市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 60万亩，总产量 260万吨，

总产值 65亿元。设施蔬菜种植 52万亩，产量 220万吨，产值 53

亿元。全市农民人均蔬菜产业收入达到 3万元，优势产区达到 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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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原则

1．坚持市场导向。紧跟市场需求，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强化

信息服务，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发展订单蔬菜，依靠市

场提高蔬菜产品质量效益和调节品种结构布局。

2．坚持科技引领。推进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着力

提高设施装备水平、自动化、精准化管理水平。大力推广病虫害

绿色防控、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提高科技对蔬菜生产

的贡献率。

3．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区域优势，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突出特色，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模式。

4．坚持品质至上。大力推进品牌建设，坚持专业化、集约化、

标准化生产，以品质提升市场竞争力。

5．坚持政策引导。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政策集成，集合各种

要素，完善激励措施，增加产业投入，支持产业发展。

三、产业发展布局

突出打造培育一批“产品小而特、业态精而美、布局聚而合”

的示范村镇，形成一村带数村、多村连成片的规模化发展格局。

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抓好“两品一标”品牌认证。加强预制菜原

料基地管理，延伸产业链条。到 2025年我市蔬菜形成优势品种集

中联片、产业链条较为完善的品牌瓜菜产区。

具体规划是：北部形成以高柳为中心的 6万亩茄子、番茄、

黄瓜集中生产区，以何官为中心的 8万亩尖椒、胡萝卜、黄瓜、

番茄等多品种综合生产区，打造智慧农业示范区，提升预制菜生

产基地标准；东部以谭坊为中心形成 11万亩西瓜标准化生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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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区块链+蔬菜”综合试点项目，探索实现蔬菜信息溯源“一码

共享”，形成“区块链+农产品”生态体系；在东夏镇推广小拱棚种

植模式，打造万亩大姜、白菜生产区；在弥河滩涂形成以大关营、

东南营为种植中心的 0.3万亩青州银瓜生产区；在西南山区形成绿

色有机旱菜生产示范区。瓜菜主导品种达到 100个以上，从国内

外新引进优良品种达 30个以上，产值效益得到明显提高。

四、重点工作

（一）提升蔬菜设施标准

推广设施高标准轻简化建造模式，集成配套生产技术，重点

发展高标准钢骨架多层覆盖塑料大棚，提升春提早和秋延后生产

能力，提高淡季蔬菜生产供应能力。新建日光温室基地要集中连

片，配套自动卷帘机、保温被、智能温控设备、水肥一体化滴灌

系统等装备。采用装配式温室骨架改建或改造老旧日光温室，达

到新型高效日光温室建造标准。对以水泥骨架、竹木结构为主、

空间矮小、难以实现机械化操作的塑料大棚，逐步更换为全钢架

结构，推广使用多层覆盖技术，提升老旧大棚生产能力。

（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

积极鼓励和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化生产水平。大

力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和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

专栏 1 提升蔬菜设施标准

1．打造千亩设施蔬菜生产基地，推广智慧化农业生产和管理。

2．改造老旧日光温室，达到新型高效日光温室标准；改造水

泥骨架、竹木结构和空间矮小的塑料大棚，提升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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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做好农膜、农药包装袋等

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利用。引进示范推广新品种，加强新品种引进

试验示范，对特色瓜菜品种开展种质资源保护、提纯复壮和开发

利用，支持科研单位与种子企业联合，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三）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合作社+基地+农户”“订单种植”“保护价收购”等多种合作经营

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

社和小农户等多元化经营主体共同发展蔬菜产业。支持经营主体

配套建设蔬菜预冷和贮藏设施，提高蔬菜商品化处理能力，开展

蔬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保鲜贮藏和运销，延长产业链条，提升

蔬菜产业附加值。

专栏 2 推广先进生产技术

1．在设施蔬菜产区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化肥增效和水肥一体

化灌溉施肥技术 20万亩。

2．在全市设农膜回收点 34个，2家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企业，

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

3．加强种质资源保护，重点扶持种子研发企业，在西葫芦、

萝卜、洋葱、番茄、西瓜、大白菜等品种方面培育一批优质新品

种。

4．加强与中国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合作，对特色

瓜菜品种开展种质资源保护、提纯复壮和开发利用。

专栏 3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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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品牌影响力

打造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推动蔬菜生产从传统种植向精深

加工延伸，推介蔬菜产品参加农产品展会，提升“青州品牌”影响

力。举办瓜菜新品种展示会，推进“两品一标”品牌认证。打造蔬

菜数字销售平台，开拓特色农产品营销模式，加快培育农村电子

商务新业态。

（五）强化蔬菜质量安全监管

大力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推进标准化生产

和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生产行

为，实现科学安全用药。加大蔬菜生产基地抽检力度，构建蔬菜

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提高蔬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全市范围内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对蔬菜农业企业、合作社、

规模种植户相关负责人进行专题培训，培养一批素质高、专业强

的新型农业带头人。

专栏 4 提升品牌影响力

1．开展“两品一标”品牌创建，新认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

18个以上。

2．打造蔬菜数字销售平台，加大与京东、美团等头部电商平

台的合作力度，助力农产品上行，拓宽农产品线上销路。

专栏 5 蔬菜质量安全监管

1．在设施蔬菜产区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 40万亩次，

农药减量控害实现化学农药降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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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度发展重点

2023 年：培育高标准基地建设，扩大农业种植示范基地 0.5

万亩，新增标准化瓜菜种植面积 1万亩；加强对蔬菜园区技术改

造提升工作，重点示范推广轻简化无土栽培技术、病虫害绿色安

全综合防控、高效生物农药应用、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智能温控、

水肥一体化、物联网远程调控智能管理等现代科技技术 5万亩，

提升蔬菜产业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生产水平；推动智慧农业建设，

建设智慧化农业园区 1处，示范带动种植面积 0.3万亩；健全完善

优质蔬菜育苗订单供应机制，实现育苗基地年育苗能力达到 500

万株，全市年繁育各类蔬菜种苗 1.5亿株以上，种苗统供率提高到

40%，示范基地达到 80%以上；培育预制菜原料基地 1家。

2024 年：培育高标准基地建设，扩大农业种植示范基地 1万

亩，新增标准化瓜菜种植面积 2万亩；加强对蔬菜园区技术改造

提升工作，重点示范推广轻简化无土栽培技术、病虫害绿色安全

综合防控、高效生物农药应用、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智能补光设

备、水肥一体化及物联网远程调控智能管理等现代科技技术 7万

亩，提升蔬菜产业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生产水平；推动智慧农业建

设，示范带动种植面积 0.5万亩；健全完善优质蔬菜育苗订单供应

机制，实现育苗基地年育苗能力达到 600万株，全市年繁育各类

蔬菜种苗 2亿株以上，种苗统供率提高到 45%，示范基地达到 85%

以上；蔬菜由初级生产向精深加工转型初具规模，培育预制菜原

料基地 2家。

2．加大蔬菜生产基地抽检力度，构建蔬菜质量安全监管长效

机制，保证蔬菜（瓜类）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8.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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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培育高标准基地建设，扩大农业种植示范基地 2万

亩，新增标准化瓜菜种植面积 3万亩；加强对蔬菜园区技术改造

提升工作，重点示范推广轻简化无土栽培技术、病虫害绿色安全

综合防控、高效生物农药应用、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智能二氧化

碳施肥设备、水肥一体化及物联网远程调控智能管理等现代科技

技术 10万亩，提升蔬菜产业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生产水平；推动智

慧农业建设，示范带动种植面积 1万亩；健全完善优质蔬菜育苗

订单供应机制，实现育苗基地年育苗能力达到 750万株，全市年

繁育各类蔬菜种苗 2.5亿株以上，种苗统供率提高到 50%以上，示

范基地达到 90%以上；蔬菜由初级生产向精深加工转型初具规模，

培育预制菜原料基地 3家。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由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的

青州市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全市蔬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日常管理工作，对全市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

整体引领和指导，相关镇街要结合各自实际，明确分工，建立相

应的工作推进机制，落实责任到人，共同促进我市蔬菜产业高质

量发展工作。

（二）保障技术指导

成立由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农技推广中心和各镇街农技人

员为成员的青州市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指导小组，具体负责

蔬菜生产中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加强科技示范，定点指导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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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示范引导，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加快蔬菜

产业建设步伐。

（三）加大政策扶持

落实国家和省级蔬菜产业扶持政策，加大项目支持。建立财

政资金主导、金融信贷支撑、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机制。

积极争取各级财政产业专项和项目资金，加大投入力度，保障产

业发展。

（四）加强风险保障

落实蔬菜政策性保险，将设施生产等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

提高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意识和积极性，降低农户种植风险。加

大蔬菜产品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查力度，保障质量安全。

（五）加强督导检查

结合我市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和市场导向，在方案实施过程

中，工作领导小组随时进行督促检查，深挖工作推进重点难点，

围绕新技术推广、新品种引育，做大做强青州蔬菜产业，高标准、

高质量的推进我市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