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富民县

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农业稳增长政策，大力推广惠农政策，着力

打造一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品牌”认证“无公害农产

品”，稳步推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农业经济总体发展平稳向

好，农业总产值增速达 4.3%，为全面推进我县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一、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我县农业已进入品牌时

代，据统计一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 54535 万元，同比

增长 4.3%（扣除价格因素）。

（二）各行业情况

一季度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其中：种植业产值实现 38431

万元，同比增长 1.8%；林业产值实现 1333万元，同比增长

433.6%；牧业产值实现 12930万元，同比增长 2.2%；渔业产

值实现 343万元，同比下降 7%；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产值实现 1498万元，同比增长 4.3%。



（三）生产结构情况

一季度种植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为 70.47%，占比较上年

同期提高 0.19 个百分点；林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为 2.44%，

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 1.87 个百分点；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

重为 23.71%，占比较上年同期下降 1.44 个百分点；渔业产

值占总产值比重为 0.63%，占比较上年同期下降 0.14 个百分

点；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比重为 2.75%，占比较

上年同期下降 0.48 个百分点。从各行业生产结构看，我县

农业产值主要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要支撑，从近年农业产

业发展趋势分析，短期内将延续这一经济走势。各行业产值

占比情况见下图：



（四）蔬菜及食用菌生产情况

为保证“菜蓝子”生产稳定，近年不断扩大蔬菜专业合

作社种植，提高大棚复种指数产能，据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

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实现 21970.27 亩，同比增长 1.4%，

产量实现 31434.97 吨，同比下降 0.6%，面积与产量增速不

匹配主要是由于在胜花期遇倒春寒，使部份村委会绝收减产，

一季度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各品种同比增减互现，主要由

于农户根据市场价格波动及需求对年度内农作物种植品种

作相应调整。

（五）畜牧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一季度全县生猪出栏 50218 头、同比下降 0.05%；牛出

栏 3766 头、同比增长 16.63%；羊出栏 8547 只，同比下降

7.4%；活家禽出栏 497866 羽，同比下降 19.96%；禽蛋产量

1700.44 吨，同比增长 28.9%。生猪产业是我县畜牧业经济

的支柱产业，占牧业总产值的 31.76%，是部份农民家庭经济



收入的主要来源。一季度除生猪、肉羊市场低迷、价格出现

大幅下滑外，牛肉及禽蛋价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总体来

看一季度全县畜产品市场供应平稳、但价格下滑养殖效益偏

低。

据各村委会上报情况见下表：

富民县 2023 年一季度主要畜禽生产情况

单位：头、只、羽、吨

指标名称 存栏 存栏同比 出栏 出栏同比 产量 产量同比

畜禽 — — — — — —

猪 115724 4.43% 50218 0.47% 4892.03 15.63%

牛 18247 2.55% 3766 19.21% 538.23 13.82%

羊 49514 -0.78% 8547 -6.28% 235.03 -13.11%

活家禽 1091532 17.26% 497866 -19.86% 786.63 -17.25%

禽蛋 1700.44 6.34%

其中：鸡蛋 1688.85 6.2%

生牛奶 132 41.94%

三、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存在问题

（一）产业发展不均衡情况长期存在

2021年、2022年和 2023年 1季度，我县农、林、牧、

渔业占比情况是：53.3:6.1:32.0:0.1、56.6:4.7:33.3:0.4、

70.5:2.4:23.7:0.6，多年来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重要支撑，林

业、渔业、服务业占比较低。农林牧渔业产业发展不均衡，

多年来基本维持现有模式，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还需提升和

优化。

（二）农业生产空间受到挤压情况长期存在

近年来，县内昆倘高速、武倘寻高速、滇中饮水工程、



产业园区建设、二环路建设等各级重点工程建设和城镇化建设

推进，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农业生产空间受到挤压，农业经

济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农业较难实现大的增长。

（三）农业现代化程度偏低情况长期存在

坝区耕地面积较少，农业生产发展空间向山区半山区转

移，农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受到制约。县内存在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不足，农业水利化程度总体处于中低水平，灌溉条

件、农村公路、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还需增强；合作社

经济效应不明显，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农业产业不足，

农业现代化程度还需增强。

四、农村经济增长建议

（一）贯彻落实好上级“三农”工作部署

认真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加快建设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落实好中央、省、市

“三农”工作部署，各级各部门落实主体责任确实把“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作为新时代新征程

乡村振兴前进方向。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心。

（二）全方做好粮食安全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的



粮食安全生产要求，2023 年党中央再次把油料生产工作纳入

了“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主要内容一并考核，把

保障油料安全提升到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等重要的高度。

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粮食生产条件、生产过程、

种植模式的监管和统计监测，确保粮食、农作物和油量安全。

（三）多措并举抓好农业经济

2023 年春季县内遭遇严重干旱，各部门要统筹做好农业

经济稳产工作，做好预警预报，集中财力物力报春耕生产，

保障好种植业基本生产要素，高度关注稻谷、玉米、马铃薯

等主要粮食作物种植，推广良种良法，推广新品种。做好病

虫害防控工作，加大病虫害防控责任和措施，将病虫害损害

控制在最低损失范围内。

（四）以农业统计改革助推农业经济发展

自 2022 年起我县农业统计报表已实现村级联网直报，

农业统计在规范基层统计台账、减轻基层负担、提高源头数 据

质量等方面迈上新台阶，农业统计改革实现“一竿子到底”，统

计更切合实际，减少了报数中间环节，更加真实、全面的 记录

农业经济情况，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