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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农规计字〔2021〕15 号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全省
省级现代农业专项资金支持推进农产品
冷链物流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

为促进我省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快速发展，进一步规范

2021 年省级农产品冷链物流专项资金的管理，现将《2021

年全省省级现代农业专项资金支持推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建

设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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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省省级现代农业专项资金支持
推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2021 年，我厅将整合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1亿元，用于农

产品冷链物流项目建设。为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管理，提高

使用效益，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省级现代

农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赣财农指〔2020〕60 号）要求，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为目标，以提质增效为核心，以打造全产业链为重点，

通过财政资金补助，大力推进我省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

设，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助力江西农业高

质量发展，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作出积极贡献。

二、支持原则

（一）坚持集中支持。统筹项目资金使用，集中支持一

批生鲜生产、加工企业等冷链物流建设主体和农业农村部定

点批发市场的在建或改扩建冷链物流项目，专款专用，进一

步强化示范引领作用。

（二）坚持公开透明。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项目申

报、评审等相关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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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严格规范。规范项目申报、实施、验收、资

金拨付程序，加强项目资金监管，严格风险防控。

三、支持对象、重点、时间、标准和建设内容

（一）支持对象。一是生鲜农产品（包括蔬菜、果业、

畜禽、水产、茶叶、中药材等）生产、加工企业等冷链物流

建设主体；二是 2018 年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定点批发市场。

（二）支持重点。生产、加工企业重点支持在建或改扩

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定点批发市场重点支持在

建或改扩建农产品冷库容积 2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

（三）支持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四）支持标准。由各设区市对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主

体进行补助。采取先建后补、规定上限的方式，单个主体补

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省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不

超过 100 万元；脱贫地区单个主体补助资金不超过 50%，省

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不超过 150 万元。农产品定点批发市场

省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不超过 200 万元，且各设区市支持对

象不超过 1家。

（五）建设内容

1.预冷库。用于新鲜水果和蔬菜在运输、贮藏或加工前

迅速去除田间热和呼吸热。

2.节能型机械冷库。包括高温冷藏库（-2℃－12℃）和

低温冷藏库（-30℃－-10℃）。根据贮藏规模、自然气候和

地质条件等，采用土建式或组装式建筑结构，配备机械制冷

设备，新建保温隔热性能良好、低温环境适宜的冷库，或者

进行保温隔热改造，安装机械制冷设备，改建为冷库。

3.节能型气调贮藏库。在呼吸跃变型果蔬主产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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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较高、可调节气体浓度和组分的气调贮藏库，配备专

用气调设备，对商品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进行气调贮藏。

4.配套附属设施设备。根据产品特性、市场和储运的实

际需要，可配套建设专用预冷设施，配备必要的称量、除土、

清洗、分级、检测、包装、带式输送设备、手动叉车、信息

采集等设备以及立体式货架等。

四、资金分配

2021 年省级农产品冷链物流专项资金 1亿元，依据各设

区市 2017-2019 年三年 6项生鲜农产品平均总产量，采取“因

素法”分配，取 10 万元的整数倍，测算出各设区市农产品

冷链物流资金分配。

五、申报条件

项目实施主体为生鲜生产、加工企业和农业农村部定点

批发市场，同时还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地方政府重视支持。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在

财政扶持、金融支持、人才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用电

保障等方面给予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支持。

（二）项目实施具备条件。支持具备开工条件（已经解

决了项目用地、环评等问题，企业自筹资金到位）的拟建或

在建项目，当年完工，当年形成实物量。

（三）利益联结机制紧密。实施项目主体，要与农户建

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户能够分享增值收益，重点要向

脱贫地区倾斜。

六、组织方式

（一）申报指标。各设区市根据下达的项目资金规模，

结合项目支持标准，自行确定项目申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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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程序。采取自下而上方式申报。

1.县级申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本地符合项目申报

条件的主体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对项目实施主体严格把关，

项目申报县对项目真实性负责。对于 2020 年 1 月份以来出

现涉税、经营异常、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等问题的企业予以排

除，将推荐申报的项目及实施主体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商本级财政同意，并联合行文将项目上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

和财政部门。建设主体要按照本地技术方案要求，自主选择

具有专业资质和良好信誉的施工单位开展建设、采购符合标

准的设施设备，对设施设备拥有所有权，可自主使用、依法

依规处置，承担相应责任义务。设施建设、设备购置等事项

须全程留痕。

2.市级审核。市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专家

对县级推荐上报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并进行

实地核查。按照“当年支持、当年建成、当年运营”的原则，

拟支持项目经公示无异议后，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批复实施，

时间不得晚于 4 月 20 日，并将批复文件、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汇总表一并行文报省厅备案。原则上备案后的项目实施

方案内容不得再变更；如确需变更的，按照“谁批复、谁变

更”的原则，由项目所在设区市按程序变更，并将市级变更

批复文件及实施方案报省厅备案。

（三）组织验收。对本地已完工项目，县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对照报备的项目实施方案具体建设内容，及时牵头组织

项目初验工作，验收通过后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终验。终验

通过后按程序拨付项目资金给项目实施主体，资金拨付截止

时间为今年 12 月 31 日。省厅将视情组织抽查抽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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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项目实行省级统筹、市负总责、

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向当地党

委、政府报告此项工作，争取财政资金、金融以及用电、用

地等支持。各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建立协作机制，做

好项目指导与监管工作，并认真总结工作成效，及时报送好

的经验做法。申报项目县要建立健全工作机构，统筹协调推

进项目实施，组织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确保工作方向不走

偏、项目进度不拖拉，建设取得实效。

（二）强化资金使用。鼓励各地强化省级农产品冷链物

流资金使用，引导企业创新投入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

金融资本投向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提升全省农业产业水

平。同时，加强补助资金的监督管理，严禁截留、挪用、虚

报冒领补助资金，确保资金安全、高效、廉洁使用，最大限

度发挥资金效益。

（三）突出绩效考核。各市根据省级绩效目标表，细化

落实本地任务清单、绩效目标，编写项目总结和绩效考核情

况。省厅将视情纳入对市县考核。联系人：厅市场处郑军，

13870903999。

附件：1.2021 年省级农产品冷链物流专项资金分配表

2.2021 年省级农产品冷链物流专项资金绩效目

标表

3.2018 年农业农村部定点市场名单

4.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项目方案（模板）

5.2021 年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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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省级农产品冷链物流专项资金分配表

序号 设区市 占比 项目资金（万元）

1 南昌市 0.0764 760

2 九江市 0.0685 690

3 景德镇市 0.045 450

4 萍乡市 0.0321 320

5 新余市 0.0203 200

6 鹰潭市 0.0219 220

7 赣州市 0.2268 2270

8 宜春市 0.1136 1140

9 上饶市 0.0957 960

10 吉安市 0.1409 1410

11 抚州市 0.1585 1580

共计 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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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提前下达2021年农业技术与公共服务专项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

名称
农业技术与公共服务专项

省级主管单位 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负责人及电话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总额 10000

其中：省级补助

地方补助

年度目标 指目标：提升江西省农产品冷链物流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南昌市建设数量 ≥2

九江市建设数量 ≥4

景德镇市建设数量 ≥3

萍乡市建设数量 ≥1

新余市建设数量 ≥1

鹰潭市建设数量 ≥3

赣州市建设数量 ≥17

宜春市建设数量 ≥10

上饶市建设数量 ≥5

吉安市建设数量 ≥12

抚州市建设数量 ≥11

质量指标 江西农产品冷链物流能力 显著提升

时效指标 拨付资金 按时进行拨付

成本指标 按照预算执行 不超出 1亿元



- 9 -

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主要农产品产值增长

预计2021年全省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比2020年总

产值可比增长 3.5%以

上。

社会效益

指标
未出现负面影响 有关通报

生态效益指标
支持绿色有机及

富硒产业发展
重点支持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吸引企业参与建设 持续增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参与建设市县及企业满意度 零投诉

备注 各设区市建设数量主要指支持生鲜生产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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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农业农村部定点市场名单

1.江西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2.江西南昌市佛塔指生猪交易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3.江西南昌赣昌水产品综合交易批发市场

4.江西萍乡市城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5.江西鄱阳县鄱阳湖国际水产城发展有限公司

6.江西宜春市赣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7.江西崇仁麻鸡批发市场

8.江西乐平蔬菜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9.江西九江市琵琶湖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10.江西新余市果蔬批发市场

11.江西新余市优质农产品批发市场

12.江西吉安农副产品物流中心

13.江西供销余干农商大市场

14.中国供销上饶农产品交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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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项目

实

施

方

案

实施主体（公章）：***企业

2021 年 1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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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编写提纲

一、企业发展现状

包括企业成立时间、主营业务、主营产品的主销地范围、

市场占有率、冷链物流建设、发展前景预测、带农增收等方

面的情况。字数 1000 左右，涉及数据截至 2020 年底。

二、项目实施的总体要求

1.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要符合本地实际和申报要求，

思路清晰，目标明确。

2.项目实施内容。包括建设任务、资金使用方向、利益

联结机制等。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

1.项目实施地点。要明确项目实施地区，重点选择在产

业相对集中区域实施。

2.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根据项目实施要求，确定政策

性资金安排的基本原则。同时，细化投资估算，资金测算依

据，资金来源（包括上级补助、本级安排、企业自筹）等。

四、工作进度安排。项目实施整体计划，每个子项目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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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期效益分析。主要项目实施，预计产生的效益，

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效益。

六、相关附件材料

1.项目实施地点示意图或位置图。

2.项目实施的立项、土地、环评等批复文件。

3.项目实施主体的营业执照、两年来的财务审计报告等

证明材料。

4.项目实施主体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签订的项目实施

意向书、自筹资金承诺书等材料。

5.项目实施主体荣获相关的荣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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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项目内容和投资概算表

实施主体（盖章）：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标准

建设地点

资金来源(万元)

数量 单位 内容/标准 总投资 省级以上资金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实施主体自筹

一

**县（市、区）

**

（一）

1

…

二

（一）

1

…

三

（一）

1

…

合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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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

序号 申报主体 实施主体

级别（国家

级、省级、

市级龙头）

主营产品

2020 年销

售收入（万

元）

2020 年带

动农户数

（户）

拟建项目

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申请省级以

上补助资金

（万元）

补助比例

（%）

设施设备

投资额（万

元）

备注：请各地认真审核，确保此表所填指标的数据与项目实施方案中对应指标的数据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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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 年 4月 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