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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淮府办〔2017〕59 号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促进全市粮食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促进全省粮食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意见》（皖政办

〔2016〕84 号）及《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

的实施意见》（淮府〔2015〕101 号）精神，促进全市粮食产业

园区转型升级，推动我市粮食经济跨越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现

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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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区定位。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主体”

的基本原则，着力推进粮食产业园区成为粮食集聚发展要素的平

台、推进产业发展的载体、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的阵地，使现有

粮食产业园区从功能单纯的原粮储存向现代物流业转变，从粮油

初加工向精深加工、特色加工转变，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

转变，从单一的粮食产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变，推动我市

向粮食经济强市迈进。 

（二）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全市粮食产业园区年度产值

达到 30 亿元。重点打造 1 个功能完备、管理规范、特色鲜明、

效益突出、销售收入超 10 亿元的现代粮食产业示范园区，培育

壮大 3 个销售收入超 5 亿元的粮食产业园区，推进产业园区和产

业集群良性互动，使全市粮食产业发展与全市粮食资源和市场需

求相适应、相匹配。 

二、主要任务 

（一）科学规划园区布局。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战略，高度契合淮南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合理确

定产业园区发展方向，强化区域分工协作，促进产业园区联动发

展、错位发展，力争形成规模等级合理、空间布局有序、协调发

展的产业园区体系。凤台县重点发展面粉产业、杂粮及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延伸糯米产业链条；寿县重点发展稻米产业、油脂精

深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延伸豆制品产业链条；毛集实验区重

点发展粳糯米、夏集贡圆及粮食精深加工等特色产业；潘集区在

发展米面加工和豆制品加工的同时，重点发展米蛋白产业和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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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综合利用；田家庵区、大通区重点发展淮南特色主食精深加工；

八公山区重点发展豆制品精深加工。利用淮河水运航道和铁路

线，打造淮南粮食铁水联运枢纽。引导园区发展各具特色粮油食

品加工，在全市形成特色鲜明、功能完备、有机衔接的产业园区

空间布局。 

（二）突出园区发展重点。全面落实淮南市调转促“4106”

行动计划，加强对产业园区的分类指导。通过招商引资，有选择

性地引进国内外龙头企业在园区落户；通过引进新技术，开发新

产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新河粮食产业园、新时代粮食产业物

流中心、毛集粮食物流产业园以及中储粮淮南直属库要立足粮食

收储、质检、烘干、物流等功能建设；凤台县粮食产业园、寿县

粮食产业园、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等，在立足粮食收储、烘干、

物流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产品质量检测、粮油精深加工和新产品

研发。潘集粮油物流园和农产品加工园区、大通农产品加工示范

园、八公山豆制品加工园重点突出区域特色产业。 

（三）着力培育优势产业。建立筛选机制，因地制宜，在园

区内建立相互依存、循环利用的产业发展体系。以现有粮油加工

产业为基础，大力发展生态、绿色、有机和功能性产品，大力发

展全谷物产品和粮油综合利用产品，大力发展适应现代消费方式

的方便食品、休闲食品、绿色食品、风味食品、旅游食品，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粮油资源合理利用，大力发展“放心粮油”

“主食厨房”和供应网点，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加快主食产业发

展步伐。大力推动园区企业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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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走出去”“引进来”，加强与国企、央企、知名民企相互合作，

努力培育一批在全省及国内外有较强竞争力的大粮商、大产业，

增强园区企业竞争力。 

（四）提高科技支撑能力。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

优势和政产研学推平台，促进科技成果通过技术转让、入股等方

式进入园区。大力推广先进实用的高效、低耗、节能、环保、安

全技术，广泛应用粮油精深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主食产品生

产等新技术，尽快普及新“四合一”储粮技术，实现绿色、节能

储粮技术的仓容占 40%以上。全面实施园区光伏工程，提高资源

利用率和增值效益。大力推动园区信息化建设，推进“互联网+”

与粮食产业园区深度融合，着力提高“藏粮于技”能力。 

（五）加快流通设施建设。借助引江济淮工程实施，充分利

用淮河黄金水道，主动融入黄淮海和长江粮食物流通道建设。加

快在粮食产业园区建设一批集仓储、物流、烘干整理等于一体的

项目。培育物流市场主体，在园区内大力推动“智慧皖粮”建设，

逐步实现粮食收购、加工互联互通，做到生产链、供应链、服务

链无缝对接。到 2020 年，园区物流“四散化”占比达到 95%，

烘干能力达到 2000 吨/小时以上。 

（六）实施品牌质量战略。大力发展优质粮食订单生产和凤

台县专用品牌粮食试点工作。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马店糯米”

为引导，积极实施我市“安徽好粮油”行动计划。培育一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国内、省内和区域

性知名商标、名牌产品。鼓励寿县和凤台县粮食产业园区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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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企业为重点，积极申报中国驰名商标、安徽省著名商标、安

徽名牌、江淮老字号等。到 2020 年，力争新创中国驰名商标 1

个以上、安徽省著名商标 10 个、安徽名牌 5 个。整合品牌资源，

实现本地主导的粮油产品品牌化、名牌化。鼓励园区提升食品安

全检验检测技术和装备水平，积极做好粮油质量检验检测。 

三、保障措施 

（一）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国家、省和市有关政策

扶持资金支持园区转型升级。对园区粮食产业化重大项目，争取

国家、省在产业布局、审批核准及投资安排、资金补助、贷款贴

息等方面的支持。充分发挥市产业发展基金作用，采用多种方式

重点扶持园区龙头企业。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园区建设项目，各金

融机构要提供快捷便利的信贷、结算服务。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支持粮食部门认真履行国有资产

出资人职责，盘活现有存量资产，推动粮食产业园区发展。加大

对市粮食产业发展资金的投入，支持园区建设、粮食产业化发展、

整理烘干设施建设、“放心粮油”和“主食厨房”工程建设。对

园区内的大型粮食物流节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县区政府要优

先安排、重点支持，并命名建设一批示范园区。加大考核力度，

认真落实省、市粮食安全目标责任制考核中有关粮食产业园区建

设任务。 

（三）加大协调指导力度。县区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粮食产业

园区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指导。粮食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

落实主体责任，细化政策措施，精心组织实施。发展改革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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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园区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有关专项规

划。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园区粮食产业化、“主食厨房”和“放心

粮油”工程扶持力度。国土资源部门和规划部门要加大对园区建

设用地支持力度，积极协调落实园区规划和建设用地需求。农业、

科技、商务、金融、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要根据各自工作

职能，密切配合，合力支持园区创新发展。 

（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县区政府要根据粮食产业转型发

展、做大做强和提质增效的形势需要，把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与产

业园区招商引资结合起来，积极开展粮食产业招商引资。要结合

区域特点，把以小麦、稻米、油料、杂粮、豆制品等为主要原料

的食品精深加工和副产品综合利用等项目作为招商重点，千方百

计调动一切力量，抢抓机遇，积极引资、引企、引才、引技入园，

以高起点、高标准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促进粮食产业园区

转型升级。 

 

 

 

2017 年 9 月 13 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院， 

市检察院，淮南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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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