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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办〔2024〕18 号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化县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县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根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关于积极支持福建省

德化县开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建设的复函》文件

精神，经研究同意，制定《德化县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

试点县建设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月 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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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县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 
试点县建设实施方案 

 

一、建设背景 

德化位于素有“闽中屋脊”之称的戴云山脉主峰绵亘在境内，

是闽江、晋江的重要水源地，森林覆盖率 78.4%，生态环境质量

位居全国第 29位，名列“2017 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第 11位，

被授予“中国天然氧吧”，获评中国早熟梨之乡、中国油茶之乡，

优美的环境、丰富的资源为德化的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自然优势，孕育了“三黑三黄三宝”等生态优质绿色农产品及

高山特色农产品。截至目前，已获 12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8

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及 1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茶油奶奶”成

为厦门金砖会晤国宴用油。德化县以独特自然资源禀赋，深厚人

文历史底蕴和特色农产品区位优势，积极整合资源，强化政策支

持，精准定位“德”字号农特产品，打造了“德化农优”区域公

共品牌，保障了名特优新农产品质量安全、品质特色，提升了品

牌形象,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二、建设目标与预期成效 

（一）建设目标 

总体目标： 

按照泉州市委市政府和泉州市农业农村局部署以及省、市业

务主管机构的专业指导，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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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加强规划布局、强化政策引领、加大资金支持、密切部门协

作、完善制度机制，力争通过 3年试点建设，培育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 15个以上，特质农品 5个以上，初步基本形成优质特色农

产品谱系，打造一批优质农产品品牌；获得国家良好农业规范

（GAP）认证生产经营主体 5个以上，基本形成以良好农业规范为

骨干的系列生产技术规范，培育一批品控优秀的生产经营主体，

为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培树典范。 

阶段性目标: 

2024 年，累计培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13 个、特质农品 2

个以上、国家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生产经营主体 2个以上; 

2025 年，累计培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16 个、特质农品 5

个以上、国家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生产经营主体 5个以上； 

2026 年，查漏补缺，编制试点县建设报告，完成验收考核。 

在建设过程中，进度安排可根据产业发展实际情况调整。 

（二）预期成效 

通过开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县建设，高举生

态立县大旗，大力实施农业品牌战略，强化品牌建设、主体培育、

品牌保护、品质提升、宣传推介，实现以产业育品牌，以品牌拓

市场，以品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切实维护我县名特优新农产品

品牌的品质和质量；培育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质农品，

挖掘特色产业，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好国家良

好农业规范(GAP)认证工作，打好产品品牌基础，进一步提高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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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质，持续扩大品牌效应，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到 2026

年底，完成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县建设工作，并取

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县”称号。 

三、建设内容 

一是标准化创建，强化保种选育。坚持我县品种商业化开发

道路，打造以用促保的育种模式，加快优良品种选育，组织优势

科研单位和企业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建设大铭生姜产业研究院、

德化梨产业研究院，加快培育高产、优质等突破性品种，细化品

种重要特征类型，引导育种方向，严把育种准入关口，激励品种

原始创新；严格品种审定登记保护，加强优良品种示范推广；启

动实施重大品种推广后补助政策试点，促进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

二是产业化推进，延伸优势产业。扶持壮大德化黑鸡、闽西南黑

兔、德化合掌瓜、德化刺葡萄产业规模，形成要素集聚、生产绿

色、产业融合的产业格局，积极打造德化黑鸡、德化黑兔畜禽产

业园及德化合掌瓜、德化刺葡萄现代农业产业园，切实做好产业

发展规划，做大做强做优农业企业和产业发展项目，推动我县特

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合力推进产业园项目建设进度，做好专

项资金管理工作，做到高效安全使用资金。三是数字化赋能，推

进三产融合。推进“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字服务平台”建设，

以数字赋能打造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一张图”，利用我县名特优

新农产品独特的区域优势和自然资源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稳

步提升一产和二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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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推进三产融合、文旅融合，如建设德

化黑鸡、德化梨、上涌大米、德化合掌瓜、德化葡萄酒等品牌宣

传栏、文化栏、展示区、体验馆等多品种主题公园，葡萄酒品鉴

区、黄花菜观赏园、合掌瓜采摘园等，促进产区变景区、产品变

商品、农房变客房，积极发挥产业聚焦效应，打造德化名特优新

农产品三产融合精品品牌。四是品牌化运营，发挥引领作用。充

分发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品牌效益，加大对名特优新农产品

品质特性、产地环境、历史渊源、生产情况等品牌理念的宣传，

突出产品“生态、绿色”的品牌理念，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德化农

优”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有效实施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

推进试点县建设工作，把开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

作为全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积极把名特优新农产

品品牌做大做强，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成立以县政府分管领导为

组长，农业农村局局长、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为常务副组长，财

政局、市场监管局、卫健局、工信局、供销社、18个乡镇等单位

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兼任

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成立工作专班，抽调专人负

责相关工作。各有关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明确职能分工，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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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推进上相互衔接、上下联动，形成发展合力。 

（二）强化资金保障。进一步整合涉农专项资金，采取以奖

代补的形式，修改完善《德化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林业局等

九个部门关于印发<支持农林企业发展七条措施>的通知》等文件，

对完成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特质农品创建、通过国家良好农业

规范(GAP)认证等创建任务的给予奖励补助，保障相关工作顺利推

进。 

（三）强化标准化生产。主动和省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对接，

制定良好农业规范，加大名特优新农产品标准化种植技术研发和

示范，支持核心生产基地建设，改善生产及配套仓储保鲜设施条

件，推行绿色化、清洁化生产模式，推动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

提升名特优新产品标准化生产能力。 

（四）强化监管督查。建立全程监控试点县创建的监管督查

体系，完善名特优新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

加强检查指导，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组织名特优新生产经营

主体开展“绿色食品”认证，实现“名特优新+绿色”品牌叠加效

应，促进名特优新农产品品质特色和质量安全水平双提升。加强

名特优新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明晰管标，强化用标责任人的业

务培训，规范标志使用，强化市场监管，推动生产经营主体用标

率达到 80%以上。 

（五）强化技术指导。要利用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品牌影响，

对接生产经营主体并联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社会组织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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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产业研究院，依托省农科院、高等院校、社会组织等单位以

及全县农业专业技术团队力量，建立完善葡萄酒产业研究院、德

化梨产业研究院、生姜产业研究院，建设德化梨等名特优新农产

品种质资源圃，开展种苗繁育、种苗快繁、提纯复壮、品种引进、

改良等种质资源保护，推广优良新品种，常态化开展技术服务指

导。 

（六）强化宣传推介。制定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发展规划，

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宣传创建举措、工作成效和经验做法，

营造良好创建氛围，成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县建

设的探路者和模范点。多措并举宣传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充分

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广泛宣传，通过举办“德化名

特优新”直播电商节，打造德化名特优新农产品线下展厅，开展

“大铭生姜节”、“德化梨品鉴会”、“春秋葡萄酒品鉴文化旅游节”

等专场活动，组织参加“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农

交会”、“绿博会”等大型展示展销活动，全方位宣传推介德化名

特优新农产品，引领龙头企业品牌打造。 

 

附件：1.德化县创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县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德化县创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县工

作实施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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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德化县创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 
试点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黄振宇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蒋声彬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能璧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吴荣枢  县财政局副局长  

郭庆宏  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四级主任科员 

林富杰  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陈建平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苏亲毕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赵伟斌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  

郑晓燕  龙浔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王丽琼  浔中镇人民政府三级主任科员 

王志勇  盖德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陈慧新  三班镇党委副书记 

吴金德  龙门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张耀光  雷峰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赖礼权  南埕镇党委副书记 

黄宗锡  水口镇综合执法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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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兰  国宝乡党委副书记 

徐金河  赤水镇党委组织委员  

吴雅琴  美湖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洪炳煌  大铭乡综合执法队队长 

蒋恭团  春美乡人民政府二级主任科员 

叶志江  上涌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吴  涛  汤头乡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吴晓东  葛坑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王莲池  桂阳乡党委副书记  

甘  泉  杨梅乡党委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德化县农业农村局，林富

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总体协调调度工作，传达上级指示

精神和要求，督促各项工作任务实施。领导小组人员因工作变动，

各单位领导任职人员继续履行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领导、规划、

资金协调、实施监管、人员调配以及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重点、

难点问题等，对建设过程进行全程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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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德化县创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 
试点县工作实施小组 

 

组  长：蒋声彬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徐福前  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农业系统 

党委副书记 

陈仁杰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刘正灼  县农业农村局三级主任科员 

林富杰 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成  员：许燕萍  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负责人 

陈凤培 县农业农村局财务股股长 

张发栋 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谢倩红 县种植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主持工作） 

李 清 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站长 

詹同华 县植保植检站站长 

杨厚祥  县种子站站长 

郑青松  县土肥站站长 

张文木  县畜牧站副站长（主持工作） 

林志坚  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郑世山  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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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珍  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干部 

李祥时 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干部 

叶鹏鹏  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干部 

颜华洲  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干部 

苏美苓  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工作人员 

实施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县农业科学研究所，主任由林

富杰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张发栋、李清同志兼任，工作人员由局

各股（站）所抽调组成，并根据产业发展和产品特性，成立若干

技术服务小组，开展技术支撑和服务，确保德化县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县建设工作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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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直有关单位：县工信商务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局、市场

监管局、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月 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