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 〔2015〕13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都市生态农业发展水平,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对郑州提出的 “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先行先试,先行发

展”和 “率先建设一批示范园区”的要求,现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郑州市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服务城市、富裕农民、繁荣农村、优化生态为导向,以构

建都市生态农业产业体系为载体,“聚焦重点、整合资源、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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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以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为基础,打造一批集 “菜篮子”

工程、休闲观光、生态可持续于一体的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核心

区、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休闲农庄 (园)等现代都市生态农业

发展平台,引领我市都市生态农业快速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规划先行、有序推进。各县 (市、区)根据郑州都市

区建设总体规划布局,结合本区域都市生态农业的发展需求和农

业资源条件,科学编制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建设规划,整体规

划,分年度实施。

(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政府明确发展战略、规划布局

和相关政策,依托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各类都市生态农

业示范园区。

(三)提升水平、示范带动。按照规模合理化、基础规范化、

生产设施化、技术标准化、服务配套化、功能多样化、环境生态

化的标准建设,可复制可推广,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四)突出特色、分类指导。结合主导产业、功能定位和优

势资源,行业部门分类指导,建成优势明显、特色鲜明、品牌突

出的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三、类型和布局

按照建设规模、产业类型、功能定位和建设主体的不同,都

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分为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核心区 (以下简称

核心区)、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 (以下简称示范园)和休闲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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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三种类型。核心区面积5000亩以上;示范园面积500亩以

上;休闲农庄 (园)面积在200亩以上。

(一)核心区:各县 (市、区)要加快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郑政文 〔2013〕

100号)规划的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进一步聚焦建设重

点,围绕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和休闲农业示范县,打造郑州沿

黄都市生态农业产业带,重点提升中牟草莓、新郑红枣、荥阳蔬

菜、沿黄渔业、河阴石榴、登封山地农业、惠济花卉和休闲观光

等产业建设水平。加快中牟·国家农业公园内14家项目建设,

举办四季嘉年华活动,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弘亿国际都市生态

园为中心,以发展壮大草莓产业为基础,打造中牟南部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核心区;提升完善新郑红枣产业示范区建设,依托区

位优势和产业基础,通过引进高科技农业企业和都市生态农业示

范园建设,打造新郑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提升完善荥阳

河阴石榴产业示范区、荥阳绿色蔬菜产业示范区建设,规划建设

中国郑州种业科技创新园,围绕提升现代渔业发展水平,打造荥

阳国家现代渔业示范区核心区;研究山地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做

好登封山地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并依托唐庄都市生态农业示范

区建设,打造登封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核心区;依托

惠济黄河滩区休闲观光产业带和陈砦 (双桥)花卉产业链建设,

打造惠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核心区;依托二七区樱

桃沟休闲农业产业带和新密市溱水河沿线都市生态示范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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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郑州西南慢享生活循环生态农业产业带核心区。

(二)示范园:根据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农业产业集群的

总体布局,结合农业资源条件,在郑州市范围内按照 “一园一

品、一园一特色”的目标,重点建设蔬菜、水果、花卉、食用

菌、中药材种植,水产、畜禽特色健康养殖等产业功能突出的示

范园。

(三)休闲农庄 (园):以滨河风光揽胜游、果岭山水体验

游、天地之中养生游、慢享生活休闲游、田园风情观光游等5条

休闲农业精品线路为重点,培育一批集旅游观光、度假养生、农

事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休闲农庄 (园)。

四、建设目标

2015—2017年,重点打造10大核心区,完成100个各具特

色的示范园建设,培育提升100家休闲农庄 (园),创建一批国

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企业。

2015年,建成5个核心区,47个示范园,30家休闲农庄

(园)。

五、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以下五大体系:

(一)路网体系

1.道路桥涵:包括主、次干道、生产路、桥涵、其他道路

的基础整理及护坡、景观桥饰、景观路饰等。

2.道路绿化:园区内道路景观绿化和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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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亮化:园区内路灯设置安装。

(二)农业装备体系

1.农产品必备检测设备:农产品质量安全常规检测设备、

设施。

2.有害生物防治设备:包括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综合防

治所需要的设备及安装材料。如杀虫灯、防虫网、诱捕器等。

3.晾晒、贮藏、保鲜设施、设备 (包括晒场、仓储、冷藏

保鲜库、预冷库等)。

4.智慧农业:物联网、小型气象站等智慧农业设施、设备。

5.工厂化水产养殖设施及装备:新型网具、增氧设备、投

料设备、病害检测设备等。

(三)休闲农业体系

1.服务设施:包括生态停车场、生态厕所、游客服务中心、

农耕文明展示、农产品展示、农业科普培训、餐饮、住宿、游客

休息设施、垂钓、鱼文化及观赏鱼展示等场地的建设与配套。

2.创意农业景观:包括示范园区入口、标识标牌、景观台

等特色景观的建设。

(四)生态环保体系

1.循环农业设施:包括秸秆利用、农资包装物及农膜等废

弃物回收设施、堆肥池等。

2.污水生态处理系统:无动力污水生态处理设备、小型人

工湿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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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改良与培肥工程:包括土地整理、土壤改良与培肥、

测土配方施肥、盐碱土壤治理等工程。

(五)灌排体系

1.水源工程:为农业灌溉所修建的地下水、地表水的采集、

收集等工程。

(1)农用井:包括为农业灌溉所修建的各类水井的建设与配

套;

(2)微集雨设施:在适宜修建拦蓄地表径流的地点,修建蓄

水池 (堰)、水窖、水柜等蓄水建筑物。

2.灌溉配套工程:包括引水、输水、配水渠系 (管道),泵

站、无塔供水、机井房、喷滴灌溉及水肥一体化设施等。

3.排水工程:道路两侧排水及园区内其他排水工程。

4.电力工程:园区内高、低压线路、配电房、变压器等。

核心区突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体制机制创新的管理平

台、农业科技创新的研发平台、农业功能拓展的展示平台、农民

就业创业的服务平台。

六、保障措施

(一)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全市都市生态农业

示范园区建设工作。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

市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的综合协调、工作指导、监督检查和绩

效考评。

(二)郑州市发展改革委牵头,整合市本级高标准农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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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新菜田建设开发资金用于示范园基础设

施建设,探索政府投资项目申报、评审改革新机制。

(三)郑州市财政局牵头,整合涉农资金,探索适应园区发

展的农业产业资金使用管理新机制。

(四)郑州市土地局按照 《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

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国土资发 〔2014〕127号)要

求,指导示范园区设施农业、休闲农业规范用地。

(五)郑州市规划、科技、环保、水务、林业、河务、旅游

等相关部门,结合各自业务在有关政策上对示范园区给予重点支

持。

(六)各县 (市、区)政府作为核心区和示范园建设的责任

主体,统筹负责辖区内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的规划编制、

评审申报、工程招投标、项目实施、监管、验收和绩效考评等工

作。

(七)核心区所在乡镇政府及县 (市、区)相关职能部门,

分工协作合力推进核心区建设。

(八)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引导园区经营

主体加大对园区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投入力度。

201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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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农委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三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3月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