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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我市农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一季度，全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讲话

精神，高标准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各

项决策部署，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支持，构建农业发展新格局，为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菜篮子”消费需求提供有力保障。全市上下积

极助力春耕备耕，全面保障粮食生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

升，设施蔬菜平稳增长，畜禽养殖增长加快，全市农业生产开局

良好。

一、农业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一）农林牧渔业产值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8.1 亿元，可比增长

4.5%，增速为近年来最高，比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比 19

年同期提高 4.1 个百分点(见图 1)。其中：种植业产值完成 15.2

亿元，增长 3.5%；畜牧业产值完成 74.2 亿元，增长 5.1%；林业

产值完成 0.1 亿元，增长 1.8%；渔业产值完成 3.9 亿元，增长

1.5%,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完成 4.8 亿元，增长 2.2%。全市畜牧

业产值占比达 75.6%，主要畜禽产品的快速增长，为一季度我市

农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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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21 年沈阳市一季度农林牧渔业产值增速图

（二）种植业生产保持平稳

一季度,全市蔬菜播种面积 12.8 万亩，同比增长 0.7%，实现

产量 34.5 万吨，同比增长 3.3%。品种以小白菜、苦苣、油菜、

生菜、油麦菜等叶菜类为主，辅以西红柿、黄瓜、芸豆、辣椒、

茄子等果菜类。全市瓜果产量 1.7 万吨，同比增长 0.3%。目前，

全市蔬菜已连续 11 个季度实现增长，设施作物占比稳步提升。

（三）春耕备耕有序开展

全市早动员、早部署、早安排，有序组织开展春耕备耕工作。

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为春耕提供人员、物资、交通、技术全方

面的保障，实现精准“防疫”，不误农时，春耕所需物资准备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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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全市春耕备耕需化肥 42.1 万吨、种子 2.2 万吨、农膜 1.4

万吨、农药 3688 吨。目前农资货源充足，农资下摆进度普遍高

于往年。当前经销商备货量分别为 36.9 万吨、1.9 万吨、10141

吨、1463 吨，入户率分别为 64.5%、75.4%、40.6%、18.5%,预计

在 4 月下旬基本下摆到位。

（四）主要畜禽养殖提振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沈阳调查队反馈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市肉类

总产量达到 17.9 万吨，同比增长 22.7%；禽蛋产量 4.3 万吨，同

比下降 20.6%。主要畜禽生产表现良好，均实现较快增长，其中，

生猪出栏增长 47.3%，牛出栏增长 0.4%，羊出栏增长 21.9%，家

禽出栏增长 16.6%。目前，全市生猪生产已恢复到常年水平。

（五）渔业生产提质增效

一季度，全市水产品生产较为稳定，由于冬季降雪次数略少

于往年平均水平，池塘鱼类越冬情况良好，鱼类病害明显减轻，

苗种成活率高于 90%，商品鱼成活率高于 95%。水产品价格有所

上涨，但在合理区间。受进口冷链食品销售下降影响，淡水产品

需求增加，淡水鱼销售价格上涨 15%左右。一季度，全市水产品

产量 4.9 万吨，与上年持平。

二、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

一季度，我市农业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有效供给能力不断提

升，但仍有几个方面需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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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养殖效益下降。春节后，随着畜禽

产品消费量减少以及出栏量的增加，肉、蛋等主要畜禽产品价格

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但养殖成本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截至 3 月

底，饲料的主要原料玉米、豆粕的价格均上涨较快，玉米收购价

格已经突破 2900 元/吨，价格同比增长 52.3%；豆粕出厂价格突

破 4000 元/吨，价格同比增长 15.0%。一升一降导致主要畜禽养

殖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甚至部分育肥养殖散户已经出现亏损。

二是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较小，种植结构不够优化。许多农民

秉持粮食不收年年种思想，很难因地制宜改种经济作物。当前，

全市非优势区玉米种植面积仍然存在较多，特色作物种植比例较

低，不能满足目前本地多样化农产品的需求。

三是畜禽疫病依然流行，养殖安全不容忽视。今年以来,非

洲猪瘟和口蹄疫等疫情在全国多地出现，疫病的传播依然困扰着

养殖行业，非洲猪瘟疫苗尚未问世，安全防护成本较高。近期，

我市又发生野禽 H5N6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给养殖安全又

添新风险。

三、几点建议

（一）加强春耕管理，打牢粮食丰收基础

加快春耕农资调运进度，确保有序供应，不误农时。农业技

术部门要加大科技服务，及早开展技术培训和科技下乡活动，深

入田间地头做好技术服务，推广良种良法相结合、农艺农机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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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气象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关注土壤墒情，防春旱，防“倒春寒”，及时发布信息，及

早落实防控措施。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落实防控责任和防控措

施，做好病虫害防控，筑牢粮食丰产丰收的基础。

（二）发展设施农业生产，优化产业结构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加强设施蔬

菜生产技术指导、资金支持和服务工作，努力提高农民发展设施

蔬菜生产的积极性；加快设施产业融合发展，提倡打造从育种育

苗、养殖种植，到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的产业链，适当开发观光

采摘、旅游服务为一体的融合式产业发展平台，降低各环节外包

成本，打造品牌效应，提高农业的综合收益能力。

（三）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种养效益

针对当前人工贵，饲料贵以及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居

高不下且日趋增长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农业种植和畜牧养

殖的生产成本。一是要强化农资市场监管，净化农资市场，坚决

打击搭车涨价行为；二是要鼓励发展规模化经营，实现统一采购、

统一服务、统一销售等模式，增强市场地位，提高议价能力；三

是大力推广农业科技应用，通过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降

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产出率，进而提高效益。

（四）加强市场监测，健全畜禽价格预警机制

今年以来，畜禽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尤其猪肉价格连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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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效益下滑明显。由于节后市场需求萎缩，而畜牧养殖人工费、

水电费、医药防疫费等诸多费用却不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养殖

收益空间。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市场监测，做好信息披露，引导

广大养殖户正确把握市场行情，依据市场规律，及时调整养殖产

业结构，不盲目跟风，合理控制生产规模，努力争取最大效益。

（五）加强畜禽疫病防控，提高养殖业生产安全

一是进一步强化防控措施，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和非洲猪

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消除畜牧业养殖

风险，保障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二是大力推进

养殖环节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支持养殖场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增

强全市畜牧养殖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撰稿人：董卫鑫 核稿人：邢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