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晋政办发〔２０２３〕４６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山西省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预制菜产业是新发展阶段催生的新业态,对优化农业产业链

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具有重要作用.为提升山西“特”“优”农业的质量效率和市场竞

争力,加快具有山西特色和竞争优势的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经省

政府同意,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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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精神,立足山西“特”“优”农业,从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出发,聚焦打好特色优势牌、有机旱作牌、加工转化牌,开发具有

“晋菜晋味”特色的预制菜产品,打造产业链条全、经营主体壮、创

新能力强、品牌认知高、市场营销优、带动能力强的预制菜产业体

系.到２０２５年,全省预制菜加工销售收入超过３５０亿元,建设１０

个产值超亿元预制菜产业链,培育２０个预制菜示范企业,打造１０

个预制菜知名品牌.

二、发展重点

以健康食品、功能食品为主要特征,按照即配、即烹、即热、即

食要求,加快特色优势农产品加工转化.

———杂粮类.以小米、荞麦、高粱、藜麦、红芸豆等特色杂粮为

依托,开发即食小米粥、杂粮包、五谷杂粮粥、碗团、莜面栲栳栳等

杂粮特色产品.

———畜禽水产类.以猪鸡牛羊等畜禽水产类资源为依托,开

发晋汾白猪、晋南牛等地方特色品种肉食产品,分割肉、调理肉等

冷冻食品,平遥牛肉、上党驴肉等熟食肉,过油肉、羊汤羊杂、黄河

大鲤鱼等家庭菜肴和节庆大餐.

———蔬菜类.以黄花、辣椒、番茄、香菇、胡萝卜等蔬菜产品为

依托,开发即配净菜、脱水蔬菜、黄花酱、辣椒酱、番茄酱、酱泡菜等

产品.

———干鲜果类.以苹果、梨、红枣、核桃、沙棘等干鲜果品为依

托,开发冻干果粥、红枣核桃糊、沙棘汤、梨膏糖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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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粮类.以小麦、马铃薯等主粮为依托,开发花馍、速冻

水饺、刀削面、运城麻花、石头饼、太谷饼、酸辣粉、马铃薯饼等产

品.

三、重点任务

(一)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预制菜产业链主企业培育力

度,加强分类指导,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配套行业发展,培

育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预制菜龙头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责

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工信厅)

(二)提升原料供应能力.结合我省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干

果产业布局,依托现有特色产业基地或产业带,提升预制菜原料标

准化、规模化供应能力.支持预制菜企业通过自建基地、合同订单

等方式,建设长期、稳定、优质的原料供应渠道.(责任单位:省农

业农村厅)

(三)推动园区化发展.鼓励各地利用现有产业园区,通过优

化整合、“腾笼换鸟”、合作开发等,新建改造一批预制菜产业园,推

动预制菜产业链企业集中入园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责任单

位:各市、县政府,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省自然资源

厅)

(四)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加强生产预冷、低温加工、冷链配

送、冷冻保鲜和仓储冷库等冷链物流体系建设.设置田头前置仓、

销区前置仓,补齐预制菜产业首末端物流运输的短板.(责任单

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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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打造知名品牌.对接“有机旱作晋品”“山西精品”等公

用品牌,构建山西预制菜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公用品牌的品牌矩

阵.挖掘预制菜品牌文化内涵,提升品牌附加值和软实力.鼓励

“老字号”传统美食、特色名吃进行预制菜工业化改造.(责任单

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省市场监管局)

(六)拓宽市场营销渠道.完善线上线下销售网络,搭建产销

对接平台,加强商超、农贸市场、餐饮企业、电商平台等渠道建设.

对接国内一线市场,设立预制菜体验店、专营店、产品专区.鼓励

企业利用各类展会、传统节日、重要活动,开展宣传推介和产销对

接,拓展消费市场.(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

(七)推动行业标准化发展.开展预制菜领域标准化研究,提

出标准化需求,制定相关标准化工作计划和中长期规划.建立健

全从田间到餐桌的预制菜领域标准体系,鼓励和支持有关企业、社

会团体和研究机构加快研制预制菜领域的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

加强标准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积极开展标准宣贯,强化标准实

效评估,建立健全反馈机制,推动标准动态更新.强化企业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支持企业自建实验室,鼓励开展第三方检测.预制菜

检验标准发布实施后,组织开展预制菜食品抽检,大力推进“合格

证＋追溯”管理“亮证”行动,维护消费者权益,保障预制菜食品安

全.(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信厅、省商务

厅、省卫健委等)

(八)增强研发创新能力.挖掘开发地方特色美食.针对不同

—４—



群体开发适应性产品,打造预制菜“大单品”;针对防灾应急、户外

运动、露营野炊等需求开发场景化产品.支持企业自建或与高校、

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开展

营养风味、品质调控等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推动绿色加工、物流保

鲜等新型实用技术研究和信息化、智能化专用装备研发.加快预

制菜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工信

厅、省农业农村厅)

(九)提高数字化水平.加快全程可追溯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

建设,整合预制菜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数字资源,提升供应链效

率.开展预制菜工厂、车间、设备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充分运

用大数据、云技术等信息技术进行市场分析、产品开发、生产管理

和市场营销.(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工信厅)

(十)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挖掘保护预制菜产业中的农耕文

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文化赋能预制菜产业发展.

打造预制菜文化IP,开发预制菜文创产品,推荐预制菜旅游线路.

在商业区、美食街、旅游景点、美丽乡村建设一批预制菜体验点,推

进预制菜产业与休闲、旅游、文化、餐饮等产业深度融合.(责任单

位:省文旅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建立预制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监测管理,做好

服务指导.鼓励各地各部门加大对预制菜产业的支持力度,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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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出台政策、形成合力.(责任单位:省直有关单位,各市、县政

府)

(二)集聚内生发展动力.支持以预制菜产业链企业为主体,

联合行业商(协)会、金融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成立山西预制菜

产业联盟,对接市场资源、推动标准建设、共建区域品牌.(责任单

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局)

(三)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将预制菜产业纳入重点支持的产业

和项目,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撬动社会资本投资.各地在不形

成隐性债务的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预制菜产业项目申报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预制菜企业给予财政贴息支持.积

极为企业纾困解难,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责任单位:各市、县

政府,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四)强化金融保险服务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信贷服务,

创新金融产品,扩大首贷和信用贷款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预制菜

企业能力.积极探索“预制菜＋政银担”信贷新模式,大力发展预

制菜产业供应链金融.鼓励保险机构为预制菜产业链企业定制专

属保险产品.(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山西银保监局、人行

太原中心支行、省农业农村厅)

(五)用好产业用地政策.将预制菜产业发展用地优先纳入乡

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年度用地计划保障范围,在每年不少于５％

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内重点保障,优化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流程,

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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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充分利用报纸、网站、新媒体、自媒

体等各类媒体手段,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报道,引导消费新趋势,提

高品牌美誉度、影响力、认可度,营造预制菜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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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８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