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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广东冷链物流公司 广东至哈尔滨冷冻物流专线
冷冻物流 行业信息

公司名称 广东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广东冷链物流:服务好
冷冻冷藏产品:时效快
佛山广州深圳东莞:质量高

公司地址 全国服务

联系电话 17280155564 17280155564

产品详情

（十）大力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产业需求导向，强化科教协同、产教融合，构建农业教育
、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重点推动育种、丘陵山区农业装备及智能化
、农产品加工、耕地地力提升等实用技术创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建设农业领域科技创新平
台，加强农业基础性长期性观测实验站（点）建设。完善农业科技领域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

（十一）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完成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水产养殖和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工作。严格执
行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机制。深入实施现代种业创新工程。扎实推进甘蔗、芒果、桑蚕国家育种联合攻关
和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制定新一轮自治区水稻、玉米、甘蔗、林木等良种联合攻关计划，出台广西农作
物良种联合攻关方案。加快培育高产油茶品种，筛选引进适宜广西种植的高产高油大豆、短生育期油菜
等新品种。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积极争取国家试点，规范种植管理。支持建设林木种苗
科技示范基地，抓好制种大县建设。组织举办第四届中国（广西）—东盟现代种业发展大会。

（十二）加快**农机研发推广。加紧研发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和园艺机械，重点攻关
水稻育秧插秧机械、甘蔗“分步式”作业机械和丘陵山区动力平台等农机装备，建设一批农机农艺深度
融合的丘陵山区机械化创新示范基地，并积极开拓全国和东南亚农机市场。支持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辅
助驾驶系统集成应用。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创新开展农机新产品补贴试点，探索与作业量挂
钩的补贴政策措施，严格履行地方法定支出责任。

（十三）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快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技术推广应用，继续开展化肥减量化“三新”（
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技术示范，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480万亩以上。持续推进化学农药减量化，推
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大力推进病虫害绿色防控和化统防统治，开展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
攻坚治理。建立健全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畜禽粪污、养殖尾水等农业废弃物收集利用处理体系，大
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和观测试验基地建设。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加强农
用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强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风险管控，严格落实严格管控类耕地风
险管控措施。落实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测、生态保护补偿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休禁渔期制度。开展水
库库区“四方两股一体化管护”生态净水渔业试点工作，科学实施农村河湖综合整治，全面强化河湖长



制，深入开展河湖“清四乱”，推进美丽幸福河湖、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项目建设。全面推行湾长制，
加强沿海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推进陆海统筹、河海协同共治。加大草原保护、退化草原修复治理力度，
依法查处破坏草原资源行为。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落实相关补助政策。严厉打击非法引入外来物种
行为，实施重大危害入侵物种防控攻坚行动，加强“异宠”交易与放生规范管理。

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十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压紧压实全区各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责任，确保不松劲
、不跑偏。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对有劳动能力、有意愿的监测户，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防
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做好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和常态化
救助。强化兜底保障，将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纳入低保或特困人员供养以及临时救助范围。
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落实教育资助政策，压实控辍保学工作责任，保持脱贫
家庭和监测对象家庭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失学辍学动态清零。落实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医疗保障倾斜
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全部参保。完善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各部门联
动落实综合帮扶措施。健全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机制。做好农村供水定期排查和动态跟踪监测
。

（十五）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要求，把促进脱贫县加
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扶志扶智，聚焦产业就业，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发展差距。调整优化产
业帮扶政策措施，确保将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达到60%以上，将自
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达到50%以上。实施衔接资金项目提质增效行
动，重点支持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产业发展短板。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
掘乡村多元价值，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深入开展多种形
式的消费帮扶，支持广东省相关地市创建消费帮扶示范城市，积极开展消费帮扶产地示范区创建工作。
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财政资金和帮扶资金支持的经营性帮扶项目要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带
动农民增收。管好用好扶贫项目资产。深化粤桂劳务协作，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确保全区脱贫
人口（含监测对象）务工规模稳定在268.21万人以上。对跨省就业的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给予一次性
交通补助，对在本县域内稳定就业的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给予劳务补助。持续运营好就业帮扶车间
和其他产业帮扶项目。充分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保障作用。深入开展“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
，按规定对参加中职、高职教育的脱贫家庭（含监测对象家庭）子女给予补助。在国家、自治区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实施一批补短板促振兴重点项目，深入实施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更好发
挥驻村干部、产业顾问组、科技特派员产业帮扶作用。继续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深入开
展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专项行动和搬迁群众就业帮扶专项行动，实施广西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三年
行动方案，推动大型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新建、改扩建一批配套产业园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基
地等补短板促发展项目，提升安置点社区治理能力，落实搬迁群众权益保障。

（十六）稳定完善帮扶政策。完善政策报备跟踪督促机制，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政策。组织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成效监测评价。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减，扎
实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对帮扶项目的金融支持。全面深化拓展粤桂东西部
协作，组织脱贫县与广东省经济发达县（市、区）开展携手促振兴行动，更多承接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持续做好自治区、市、县各级单位定点帮扶工作，调整完善结对关系。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
“百校联百县兴千村”行动。

五、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七）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
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
下沉、向园区集中，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统筹布局建设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
网络，深入实施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行动。在“三区三线”和国土空间整体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下，编制
全区农村物流体系建设规划，推进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改造提升产地、集散地、销地批发市场，布
局建设一批城郊大仓基地。支持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积极发展“基地＋物流（冷链）＋农批市场（



商超）”模式。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产品市场供应，确保农产品物流畅通。

（十八）加快发展现代乡村服务业。全面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
配送体系，培育20个县域商业建设行动试点县，支持一批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集贸市场等改造
升级。建设县域集采集配中心，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送、即时零售等新模式，推
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向乡村下沉。提高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水平和覆盖面，鼓励商贸流通、电子商务、生
活服务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跨界融合。发展乡村餐饮购物、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养老托
幼、信息中介等生活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充分发挥乡村作为
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

（十九）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支持国家、自治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深入推进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建设。新增创建自治区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8个、农业产业强镇10个、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8个，培育孵化一批产业集群、产业园、产业强镇。支持广西农垦集团打造成为现代食品
企业。加快推动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深入实施“数商兴农”
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
电商基地，支持开展“壮族三月三�e网喜乐购”等电商助农活动。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
规范化水平。培育发展“桂味”预制菜产业，打造一批预制菜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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