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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农民增收汇报材料篇一

止目前，全市共建成日光温室4679座、5495亩，带动全
市5600多户农户从事日光温室蔬菜产业的种植与销售工作，
初步形成了温室蔬菜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条龙服务
的产业化经营格局。2004年，全市日光温室蔬菜实现经济收
入2500多万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5。玉门市的主要做法
是：

一、依托区域优势发展基地，找准突破口培育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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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了、市政府和有关乡镇发展日光温室产业的信心和决心。
由于二代日光温室空间大、立柱少、采光储热保温性能好，
很快被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接受，并取代了一代日光温室。
经过99年到2001年连续三年的建设，全市共配套建成高标准
二代日光温室4049座、5180.4亩，改造一代日光温室298座，
建成赤金镇西湖、营田、和平和玉门镇河西、中渠、东渠、
南门两个千亩以上的日光温室蔬菜产业带，基地规模逐年发
展壮大。



二、落实政策完善配套设施，夯实基础推动产业持续发展

多年来，玉门市在日光温室的打建及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上，
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高效益的原则，采取市、乡、村
补贴贷款利息、定棚补助资金、统一规划设计、统一采购建
设物资、统一架设灌溉设施等方式，先后投入资金1200多万
元，对全市集中连片的4000多座日光温室进行了田间道路、
水、电及生活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时，为了进一步
提升日光温室生产效益和科技含量，从2001年开始推广应用
日光温室有机质无土栽培技术，坚持每年为每座机质改
造http://温室补助800元扶持资金，并固定专门的技术人员，
常年坚持在基地划片包棚开展技术服务，逐棚指导改造建设
和种植，目前全市已建成有机质无土栽培温室677座、880亩，
2004年亩效益达到9439元。建成了赤金镇和平村、清泉乡跃
进村、玉门镇河西村、北门村4个有机质栽培日光温室蔬菜示
范小区，在新老市区市场设立了无公害蔬菜销售专柜，组织
开展了日光温室蔬菜产地认证和产品论证，使全市日光温室
蔬菜产业向无公害方向发展。今年，我们将继续落实相关扶
持政策，计划再改造机质栽培温室154座、200亩。

三、加强科技指导服务，稳步提升产业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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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工作汇报材料》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示，
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农民增收汇报材料篇二

一、基本情况

三道桥镇位于杭锦后旗西部，距旗政府所在地陕坝镇16.5公



里，全镇共设15个行政村，162个村民小组，1个居委会，总
人口32089人，辖地面积216.7平方公里，耕地18.6万亩,计税
面积12.19万亩。从事农业生产人口达30000人，劳动力16000
多人，这些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群，平均年龄偏大、文化水
平偏低，初中及小学文化程度的占大多数。全年外出务工人
口为8700多人次。农业以小麦、葵花籽、玉米、西甜瓜、青
红椒和番茄等传统的的种植业为主，西甜瓜种植远近闻名。
近几年由于粮食价格偏低的问题，种粮面积有所减少，粮食
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形成4：6。畜牧养殖占整个农业生
产的的比例不足40%。其他非农业生产收入较少。

二、农村产业发展现状及公益事业发展情况

公司，在热水村建设占地220亩，以肉羊繁育、育肥、饲料加
工为主的肉羊产业基地，该项目计划两年投资1.3亿元。带动
全镇畜牧养殖业快速化发展，走上规模化道路，增加农民收
入，从而合理调节和优化我镇的种养结构。

2、设施农业发展情况。我镇响应旗委号召，抓住机遇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但因三道桥镇的立地条件差，全镇范围
内地下深层水几乎都不符合农业生产用水标准，但是我们去
年在浅表水符合的新渠2社建了15座30亩，和平村3社建起
了26座50亩日光温室大棚，形成了我镇的设施农业示范基地，
今年要按照旗委政府的安排多建一些大棚。通过品种更新和
新技术推广，使种植业结构更加贴近市场，农村经济持续发
展，农民增收明显。

3、农田水利、农村公路、生态建设情况。农村公路建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为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和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创造有利条件。全镇继续坚持生态
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的原则，以“三环”绿化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为重点，不断加快林业生态建设步伐。先后完成了



陕杨分干到与陕坝交接处20公里，集镇6公里，三道桥粮站到
原大树湾16公里，青协线12公里等路段的绿色通道建设，完
成了和平中心示范村，新渠11社、2社新农村示范点，蒙海新
村的村村庄及环村小油路的绿化任务，全镇共计完成通道绿
化74公里。

4、国家和地方惠农政策的落实。争取国家资金完成了和平、
柴脑包、新渠三个新农村示范点建设，争取扶贫上整村推进
和移民项目，完成蒙海新村建设，实现了蒙海6、7、8社的整
村搬迁。粮食直补，生产综合补贴，农业补贴，家电下乡，
汽车摩托车补贴等各项惠农补贴全部落实到位，使全镇广大
居民充分享受到国家惠农政策带来的实惠。

型养殖小区的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增加到这些地方的务工
农民。实现土地流转。促进土地经营模式由分散经营向集中
连片经营转变，节约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土地生产力。

6、培育发展专业经济协会，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今年来，把
扶持专业经济协会作为提高农民市场组织化程度、解决“三
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借鉴外地区发展市场农业和推进农业
产业化的经验，积极为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法
制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建章立制，
完善组织内部决策机制、经营机制、分配机制和运行机制等
手段，不断加强对专业经济协会的组织管理，使全镇的专业
经济协会能够坚持自愿结合、民主办会、兼顾服务与盈利的
原则，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壮大实力，增强抵抗市场风险能
力，成为组织广大农民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汇报材料》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
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农民增收汇报材料篇三

发挥优势培育主导产业    联结市场促进农民增收

近年来，玉门市坚持“建大龙头、带大基地、兴大产业、占
大市场”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立足区域特色优势，把日光温室蔬
菜产业作为调整种植结构、提升种植效益的突破口来抓，多
年坚持财政资金扶持，部门跟踪服务，技术人员包片指导，
使日光温室产业逐步培育成为农户的增收主业。截止目前，
全市共建成日光温室4679 座、5495 亩，带动全市5600多户
农户从事日光温室蔬菜产业的种植与销售工作，初步形成了
温室蔬菜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条龙服务的产业化经
营格局。2004年，全市日光温室蔬菜实现经济收入2500多万
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 4.5 %。玉门市的主要做法是：

一、依托区域优势发展基地，找准突破口培育支柱产业

玉门市从1998年开始，持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适应
性和战略性调整。在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紧紧依托
城市人口多、新老两个市区市场需求空间大的优势，从1999
年开始，在已有部分农户种植一代日光温室经验的基础上，
集中连片规模发展二代日光温室，当年投资760万元，在赤金
镇和平村、营田村、玉门镇南门村等片区配套建成高标准二
代日光温室1295座，并全部落实到户，当年成功试种出9大类、
15个新品种的日光温室蔬菜，棚均收入达到4000余元，实现
了当年建设、当年投入生产、当年取得经济效益的目标，使
广大种植户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坚定了市委、市政府和
有关乡镇发展日光温室产业的信心和决心。由于二代日光温
室空间大、立柱少、采光储热保温性能好，很快被各级干部
和广大群众接受，并取代了一代日光温室。经过99年到2001
年连续三年的建设，全市共配套建成高标准二代日光温
室4049座、5180.4亩，改造一代日光温室298座，建成赤金镇



西湖、营田、和平和玉门镇河西、中渠、东渠、南门两个千
亩以上的日光温室蔬菜产业带，基地规模逐年发展壮大。

二、落实政策完善配套设施，夯实基础推动产业持续发展

多年来，玉门市在日光温室的打建及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上，
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高效益的原则，采取市、乡、村
补贴贷款利息、定棚补助资金、统一规划设计、统一采购建
设物资、统一架设灌溉设施等方式，先后投入资金1200多万
元，对全市集中连片的4000多座日光温室进行了田间道路、
水、电及生活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时，为了进一步
提升日光温室生产效益和科技含量，从2001年开始推广应用
日光温室有机质无土栽培技术，坚持每年为每座机质改造温
室补助800元扶持资金，并固定专门的技术人员，常年坚持在
基地划片包棚开展技术服务，逐棚指导改造建设和种植，目
前全市已建成有机质无土栽培温室677 座、880亩，2004年亩
效益达到9439元。建成了赤金镇和平村、清泉乡跃进村、玉
门镇河西村、北门村4个有机质栽培日光温室蔬菜示范小区，
在新老市区市场设立了无公害蔬菜销售专柜，组织开展了日
光温室蔬菜产地认证和产品论证，使全市日光温室蔬菜产业
向无公害方向发展。今年，我们将继续落实相关扶持政策，
计划再改造机质栽培温室154座、200亩。

三、加强科技指导服务，稳步提升产业整体效益

近年来，玉门市不断地加强对农村重点产业的科技研究与开
发的投入力度，在草畜、日光温室蔬菜、啤酒原料等产业的
发展上，聘请省内外有关院所的专家组成农业专家咨询团，
探索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新体系。在日光温室蔬菜产业的
发展上，玉门市设立了专门的扶持资金，用于日光温室先进
实用技术和适用新品种的引进推广工作，先后引进日光温室
种植技术43项，成功地嫁接改造了18项新技术。截止目前，
全市大部分种植户对日光温室的茬口安排技术、扣膜技术、
调控措施及全程化病虫害防治技术等常规技术都能全面掌握，



并娴熟应用，常规技术普及率达到了90%以上，初步探索形成
了一整套适合我市日光温室蔬菜生产的模式和技术措施。特
别是有机质无土栽培技术的引进推广，带动了穴盘育苗、节
水滴灌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新技术的应用普及率达到了60%。
同时，全市先后引进推广了34个日光温室新品种，使日光温
室的种植由叶菜向果菜等多品种方向发展，全市的日光温室
蔬菜品种增加到了60多个，在传统的叶菜、果菜种植品种扩
大的基础上，西甜瓜、樱桃西红柿、食用菌等特色蔬菜和花
卉园艺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在种
植品种结构的布局上，全市已初步形成了以玉门镇、赤金镇
为主产地，以清泉跃进为主的茄辣种植区,以赤金西湖、柳河
官庄子、下西号沙地为主的韭菜种植区,以玉门镇河西、北门
为主的西瓜、甜瓜种植区，日光温室蔬菜区域化、规模化和
专业化生产布局初步形成。通过各项技术措施的推广普及，
有效提升了全市日光温室的整体效益，到2004年底，全市日
光温室亩均效益达到了8219元，年均递增500多元，打建改造
日光温室已经成为广大种植农户的自觉行动，农户的种植经
营观念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四、树立精品品牌意识，积极开拓外部销售市场。

从2001年起，玉门市紧紧依托本地的优势特色产品和龙头企
业，提出了创优创名“草王”饲草、“绿峰春柳”酒
花、“参乐”南瓜粉、“沁馨”甜玉米、“雅丹”红花
油、“花季”孜然等农产品六大品牌，先后在兰州、酒泉等
地举办了多次新闻发布会和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并先后成功
策划组织了酒泉市农产品“质量、品牌、效益”主题活动和
全国啤酒原料产业发展技术研讨会，极大地提高了玉门特色
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通过近几年狠抓规范管理、
资源整合、品牌打造等工作，不仅强化了品牌意识，更为重
要的是把龙头企业和各个专业协会推到了创市场的主体地位。
从2002年起，玉门市先后指导8种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执行国
家质量标准，以日光温室蔬菜为主的17种农产品制订并实施
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对全市日光温室蔬菜和啤酒大麦进行



无公害产地认证，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品牌农业的发
展，引领了全市日光温室蔬菜产业向无公害、标准化、专业
化方向发展，玉门市先后对5大类23个蔬菜品种，推广执行了
无公害蔬菜生产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暂无标准的17个
蔬菜品种，制定出了地方暂行标准进行推广应用；统一注册了
“沁馨”、“花季”蔬菜品牌，积极地进行市场运作，把品
牌温室蔬菜逐步推向了市场。目前，玉门市日光温室蔬菜以
其无公害、品质好远销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等地市场，
年外销量达2万多吨。日光温室蔬菜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全市
大田蔬菜、脱水蔬菜、制种蔬菜的快速发展，全市每年的大
田蔬菜落实面积都在2.5万亩以上，已在赤金镇、玉门镇、下
西号、黄闸湾等乡镇建成大田蔬菜、制种蔬菜和脱水蔬菜专
业生产小区19个，建成脱水蔬菜龙头加工企业9家，年加工生
产各类脱水蔬菜3000多吨。

五、培育发展专业经济协会，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近几年来，玉门市把扶持专业经济协会作为提高农民市场组
织化程度、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借鉴外地区发展
市场农业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经验，积极为专业经济协会的
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
境。在协会内部，我们通过建章立制，完善内部决策机制、
经营机制、分配机制和运行机制等手段，不断加强对专业经
济协会的组织管理，使全市的专业经济协会能够坚持自愿结
合、民主办会、兼顾服务与盈利的原则，还能够联企业创品
牌，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壮大实力，成为组织广大农民参与
竞争的市场主体。在协会外部，切实改变多头管理、政出多
门的局面，减少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对专业经济协
会的行政干预，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来规范和管理运行行为。
截止目前，全市共组建各类形式的专业经济协会83个，吸纳
单位和个人会员20254人，带动辐射农户14850户，占全市农
户总数的74％。其中以日光温室蔬菜、啤酒花为主的种植业
专业经济协会26个，发展会员55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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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同志们：

、省政府关于启动六大行动促进农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下发后，
我乡召开了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小组会议，对文件进行了认
真的学习讨论，利用**经济转型的有利时机，广泛深入调查
研究，真正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当作“三农”工作的核心
和主题来抓。现根据我乡实际，就发展马铃薯产业，草畜产
业化、劳务经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农民增收的工作
做如下汇报，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种植业

1、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

按照“稳定面积，优化结构，提高单产，提升能力”的原则，
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种植业品种
质量，扩大高效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每年马铃薯种植面积稳
定在4万亩以上，人均达到2亩以上，实现销售收入1600万元，
引进优质马铃薯新品种500吨（50万公斤），五年后人均收入
达到829元，占全乡人均纯收入的27%。

2、大力发展旱作高效农业

在7000亩以上，创收520万元，实现全膜玉米较半膜玉米亩增
产20%以上，每亩增产100公斤，增收160元，人均增收58元。

二、大力发展养殖业，走草畜产业化的发展路子

实施“规模化养殖计划”，依托乡养殖协会，充分发挥乡冷
冻精-液配种站的科技优势，加快肉牛品种的改良，努力加快
全乡以牛、羊、鸡为主的养殖业发展步伐，进一步发挥养殖



业在农民增收中的支柱作用。

1、在全乡大力发展肉牛、肉羊养殖产业，加快品种改良步伐，
扩大优质种畜的引进和繁育规模。在原来养牛的基础上，建
成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1处，发展肉牛养殖300头以上，全乡
每年牛饲养量增加800头，五年后牛饲养量达到1.8万头，每
年出栏8000头，实现销售收入1600万元，人均收入1036元。
每年羊饲养量增加2000只，五年后羊饲养量达到5万只，每年
出栏2万多只，实现销售收入400万元，人均收入207元。鸡饲
养量达到6万只,规模养殖户300户以上，实现销售收入60万元，
完成养殖业收入2060万元，使养殖业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41%
以上。

2、饲草面积每年稳定在4万亩以上，每年改良更新优质紫花
苜蓿5000亩。为全乡养殖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民收入。

4、加强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建设，对重大动物疫病实施免费强
制免疫，做到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项，建立和完善
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加强疫情监测和检测监督，不
断完善疫情应急处置机制。

三、加强组织引导，大力发展劳务经济

把劳务经济作为农民增收的最大项目来抓，乡上要充分调查、
研究开拓劳务市场，利用发挥乡劳务站的联系纽带作用，在
调查摸底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乡村劳动力资源数据库，建立
健全劳务供求信息和服务体系，为农民转移就业免费提供政
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每年输转富余劳
动力4000人次（有组织的劳务输出2260人次）以上，创
收1200万元，人均收入621元，占人均纯收入的20%。在输转
富余劳动力的同时，坚持把“两后生”纳入培训重点，充分
发挥职业教育、远程教育和短期集训等培训方式的优势，广



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专业技能培训。每年培
训“两后生”30人以上，大幅度提高转移就业培训率。

四、以项目建设为支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抓住国家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机遇，切实加大投入
力度，加快建设步伐，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防灾减
灾能力，为农业农村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奠定物质基础。

1、加强水利、梯田、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实施炭
山小提灌工程，新发展有效灌溉面积500亩；在全乡新修梯
田8000亩；加快乡村公路建设步伐。

2、加强农村能源和生态建设。大力开发农村清洁能源，增加
农村沼气建设投入，每年在全乡实施250户农村能源沼气建设
项目，五年后农村能源沼气项目建设达到1250户。继续抓好
沙湾老林带更新、退耕还林（草）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发
展循环农业，促进农膜、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回收再利用。

近年来，玉门市坚持“建大龙头、带大基地、兴大产业、占
大市场”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立足区域特色优势，把日光温室蔬
菜产业作为调整种植结构、提升种植效益的突破口来抓，多
年坚持财政资金扶持，部门跟踪服务，技术人员包片指导，
使日光温室产业逐步培育成为农户的增收主业。截止目前，
全市共建成日光温室4679 座、5495 亩，带动全市5600多户
农户从事日光温室蔬菜产业的种植与销售工作，初步形成了
温室蔬菜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条龙服务的产业化经
营格局。2004年，全市日光温室蔬菜实现经济收入2500多万
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 4.5 %。玉门市的主要做法是：

《乡农民增收工作汇报材料》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示，
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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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三道桥镇位于杭锦后旗西部，距旗政府所在地陕坝镇16.5公
里，全镇共设15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162个村民小组，总
人口32089人，辖地面积216.7平方公里，耕地18.6万亩,计税
面积12.19万亩。从事农业生产人口达30000人，劳动力16000
多人，这些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群，平均年龄偏大、文化水
平偏低，初中及小学文化程度的占大多数。全年外出务工人
口为8700多人次。农业以小麦、葵花籽、玉米、西甜瓜、青
红椒和番茄等传统的的种植业为主，西甜瓜种植远近闻名。
近几年由于粮食价格偏低的问题，种粮面积有所减少，粮食
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形成4：6。畜牧养殖占整个农业生
产的的比例不足40%。其他非农业生产收入较少。

二、农村产业发展现状及公益事业发展情况

公司，在热水村建设占地220亩，以肉羊繁育、育肥、饲料加
工为主的肉羊产业基地，该项目计划两年投资1.3亿元。带动
全镇畜牧养殖业快速化发展，走上规模化道路，增加农民收
入，从而合理调节和优化我镇的种养结构。

2、设施农业发展情况。我镇响应旗委号召，抓住机遇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因三道桥镇的立地条件差，全镇范围内
地下深层水几乎都不符合农业生产用水标准，但是我们去年
在浅表水符合的新渠2社建了15座30亩，和平村3社建起了26
座50亩日光温室大棚，形成了我镇的设施农业示范基地，今
年要按照旗委政府的安排多建一些大棚。通过品种更新和新
技术推广，使种植业结构更加贴近市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农民增收明显。



3、农田水利、农村公路、生态建设情况。农村公路建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为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和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创造有利条件。全镇继续坚持生态
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的原则，以“三环”绿化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为重点，不断加快林业生态建设步伐。先后完成了
陕杨分干到与陕坝交接处20公里，集镇6公里，三道桥粮站到
原大树湾16公里，青协线12公里等路段的绿色通道建设，完
成了和平中心示范村，新渠11社、2社新农村示范点，蒙海新
村的村村庄及环村小油路的绿化任务，全镇共计完成通道绿
化74公里。

4、国家和地方惠农政策的落实。争取国家资金完成了和平、
柴脑包、新渠三个新农村示范点建设，争取扶贫上整村推进
和移民项目，完成蒙海新村建设，实现了蒙海6、7、8社的整
村搬迁。粮食直补，生产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家电下乡，
汽车摩托车补贴等各项惠农补贴全部落实到位，使全镇广大
居民充分享受到国家惠农政策带来的实惠。

型养殖小区的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增加到这些地方的务工
农民，实现土地流转。促进土地经营模式由分散经营向集中
连片经营转变，节约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土地生产力。

6、培育发展专业经济协会，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今年来，把
扶持专业经济协会作为提高农民市场组织化程度、解决“三
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借鉴外地区发展市场农业和推进农业
产业化的经验，积极为专业经济协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法
制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建章立制，
完善组织内部决策机制、经营机制、分配机制和运行机制等
手段，不断加强对专业经济协会的组织管理，使全镇的专业
经济协会能够坚持自愿结合、民主办会、兼顾服务与盈利的
原则，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壮大实力，增强抵抗市场风险能
力，成为组织广大农民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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