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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的意见

各县 喋市萁区嗒人民政府喹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萁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喹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嗷

为深入推进我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喹大力发展优势特色

农业喹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喹根据 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的意见菀

喋豫政办﹝2019﹞44号嗒精神喹提出如下意见菥

一萁发展目标

到2020年喹优势特色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喹建成一批规模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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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特色农林产品生产基地喹八大优势特色农业产值达到141喁2亿

元嗉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喹粮经饲 喋粮食作物萁经济作物萁饲草料嗒

结构由2018年的52∶46喁9∶1喁1调整到51∶47喁8∶1喁2喹畜牧业产值

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15喁2唳左右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

破16900元菥到2025年喹优势特色农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喹八大优

势特色农业产值达到173喁7亿元嗉产业结构基本适应市场需求喹

粮经饲结构调整到50∶48喁7∶1喁3嗉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

重达到22唳左右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

平喹基本实现特色农业大市向特色农业强市转变菥

二萁重点任务

按照布局区域化萁生产标准化萁发展产业化萁经营规模化要

求喹发挥优势喹突出重点喹建设一批优势特色农林产品生产基

地菥

喋一嗒建设优质林果基地菥以卢氏县萁灵宝市萁陕州区为重

点喹建设一批优质苹果萁核桃萁猕猴桃萁杜仲等经济价值高萁具

有一定基础的优势林果产业菥到2020年喹全市苹果萁核桃萁猕猴

桃萁杜仲种植面积分别调整发展到172万亩萁100万亩萁0喁7万亩萁

6万亩菥到2025年喹分别调整发展到150万亩萁150万亩萁3万亩萁8

万亩菥

1喁苹果基地菥在海拔800米以上建设卢氏县官道口菖灵宝市

寺河山菖陕州区二仙坡苹果黄金产业带喹涉及卢氏县官道口镇萁

灵宝市寺河乡萁陕州区大营镇等12个乡 喋镇嗒喹从2020年开始喹

每年新发展精品苹果生产基地3万亩喹总面积发展到50万亩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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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拔500萜800米灵宝市萁陕州区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喹每年更新

改造老果园5万亩喹总面积发展到70万亩菥在海拔500米以下的灵

宝市萁陕州区萁渑池县萁湖滨区萁义马市川区调减苹果种植面积

到30万亩菥提高苹果冷藏能力喹新建一批具有万吨以上储藏能力

的冷库菥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集生产萁加工萁休闲等于

一体的现代苹果产业园喹打造农业三产融合示范基地菥 喋责任单

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林业局萁商务局萁科技局萁工业和信息化

局嗒

2喁核桃基地菥以卢氏县范里镇萁灵宝市五亩乡萁陕州区菜园

乡等18个乡 喋镇嗒为重点喹加快低产核桃园改造喹建设一批高标

准现代核桃基地菥培育卢氏核桃知名品牌喹支持核桃加工龙头企

业做大做强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林业局萁商务局萁科技局萁工业和

信息化局嗒

3喁猕猴桃基地菥以卢氏县双槐树乡等5个乡 喋镇嗒为重点喹

发展优质猕猴桃菥加强猕猴桃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喹在猕猴桃主产

地建设一批冷藏专用气调库喹提高猕猴桃贮藏能力喹强化科技支

撑喹鼓励与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攻关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

林业局萁商务局萁科技局萁工业和信息化局嗒

4喁杜仲基地菥以灵宝市朱阳镇萁卢氏县东明镇等8个乡 喋镇嗒

为重点喹加快建设杜仲良种苗木繁育基地喹提高杜仲苗木繁育能

力菥建设一批高标准现代化杜仲栽培示范基地菥支持杜仲加工企

业发展喹提升产品附加值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林业局萁商务局萁科

技局萁工业和信息化局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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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二嗒建设优质草畜基地菥加快优质草畜重点乡镇发展喹强

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喹进一步做强肉牛产业喹做优奶

产业喹做大羊产业菥到2020年喹新增优质肉牛1喁3万头萁奶牛0喁1

万头萁肉羊1万只喹优质饲料作物发展到1万亩左右菥到2025年喹

比2020年新增优质肉牛2喁5万头萁奶牛0喁2万头萁肉羊3万只喹优

质饲料作物发展到2万亩左右菥

1喁肉牛基地菥实施肉牛基础母牛扩群增量和肉牛标准化规模

场建设项目喹加快建设母牛繁育基地喹重点在渑池县萁陕州区萁

灵宝市萁卢氏县培育壮大母牛繁育基地喹支持存栏母牛10头以上

养殖场 喋户嗒带动存栏母牛10头以下养殖场 喋户嗒发展喹夯实产

业发展基础菥支持新建存栏500头以上的肉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建设喹加快肉牛育肥基地建设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嗒

2喁奶源基地菥实施奶牛家庭牧场升级改造和奶业新业态等项

目喹加快产业融合发展喹支持乳品企业自建萁联建一批存栏500

头以上的规模奶牛场喹提高奶源自给率菥支持奶牛家庭牧场和奶

农合作社进行升级改造喹支持奶牛规模养殖场自建萁联建或合作

建设乳制品加工厂菥支持现有乳品企业扩大巴氏鲜奶生产规模喹

鼓励乳企生产低温奶喹完善从生鲜乳生产运输到低温乳制品运输萁

分销萁零售等环节全程冷链体系喹不断提高优质巴氏鲜奶供应能

力菥支持规模奶牛场建设智慧牧场喹提高牧场智能化水平菥发展

奶业新业态喹鼓励建设休闲观光牧场等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

村局萁工业和信息化局萁商务局萁文化广电旅游局嗒

3喁肉羊基地菥建设一批存栏1000只以上的肉羊标准化规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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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菥以现有肉羊规模养殖场为依托喹加快卢氏县萁陕州区萁渑

池县等肉羊养殖基地建设菥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进应

用新技术萁设备和工艺喹加强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喹不断提高

自主开发能力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工业和信息化局嗒

4喁饲草基地菥重点在 菟粮改饲萏试点县卢氏县扩大青贮玉米

种植面积喹大力推广青贮萁氨化萁微贮等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菥

充分利用秸秆资源喹加快完善花生秧等农作物秸秆收集萁运输萁

加工萁储存和利用体系喹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菥 喋责任单位嗷

市农业农村局嗒

喋三嗒建设优质食用菌基地菥以卢氏县萁灵宝市萁湖滨区萁

陕州区为重点喹发展优质食用菌产业菥到2020年喹食用菌生产规

模达到3喁8亿袋喹鲜品产量35万吨喹其中香菇2喁5亿袋菥到2025年喹

食用菌生产规模达到4喁5亿袋喹鲜品产量40万吨喹其中香菇3喁5亿

袋菥调整食用菌产业结构喹重点由常规品种向珍稀品种萁由分散

生产向园区设施生产萁由初级产品向高端精深加工产品调整菥支

持食用菌菌种萁菌棒工厂化生产喹积极开展统一原辅料萁统一菌

种萁统一制袋萁统一养菌管理萁统一技术服务的标准化种植喹提

高机械化作业萁病虫害防控萁田间预冷萁烘干设备水平菥健全化

学品投入萁质量安全监督萁预警萁应急处置萁追溯等管控体系喹

保障菌品安全喹提高菌品品质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林

业局萁商务局萁市场监管局萁三门峡海关嗒

喋四嗒建设优质烟叶基地菥按照 菟生态萁品质萁市场萏三优

先原则喹积极推进核心烟区萁重点烟区建设喹持续优化烟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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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布局和产能布局喹打造规模集中萁优势明显的烟叶经济产业

带菥高标准建设卢氏县萁灵宝市萁渑池县3个核心植烟县和陕州

区1个重点植烟区菥到2020年喹烟叶种植面积达到17万亩喹收购45

万担菥到2025年喹烟叶种植面积达到23万亩喹收购55万担喹万亩

以上种烟乡 喋镇嗒达到15个以上喹千亩以上种烟村达到50个以上喹

百亩以上集中连片种植比例达到80唳以上菥围绕国内市场需求喹

推进订单式萁定制化生产菥加大优良品种配套技术研究与推广喹

提升烟叶品质菥加大烟区适用减工机械的推广力度喹提升机械化

作业水平菥健全烟叶生产服务体系喹持续增强烟农专业合作社组

织能力萁专业化服务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烟草

局萁市场监管局嗒

喋五嗒建设优质蔬菜基地菥重点发展以灵宝市萁湖滨区萁陕

州区萁渑池县为主的蔬菜基地菥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喹设

施蔬菜种植面积达到5万亩菥推进蔬菜生产由常规品种向专用优

质品种萁露地种植向设施种植萁低海拔种植向高海拔种植调整菥

改造或推广应用温室大棚萁水肥一体化萁机械卷帘等设施装备喹

组织开展名优新品种萁机械化示范喹应用生态栽培和绿色防控技

术喹推进标准化生产菥支持蔬菜集约化育苗基地建设喹提高集约

化育苗水平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科技局嗒

喋六嗒建设优质中药材基地菥以卢氏县萁渑池县萁灵宝市萁

陕州区的36个乡 喋镇嗒为重点喹发展优质中药材菥到2020年喹中

药材人工栽培面积达到30万亩喹连翘仿生态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菥

到2025年喹中药材人工栽培面积达到33万亩喹连翘仿生态种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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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达到60万亩菥加快推进中药材种植由非适生区向适生区调整萁

由多品种分散种植向优势品种规模种植方向调整菥按照适度集中

的原则喹突出发展以卢氏连翘萁渑池丹参萁灵宝杜仲为主的优质

道地药材品种喹统筹发展黄芩萁柴胡萁板蓝根萁艾草萁苦参萁苍

术萁冬凌草萁天麻等中药材品种菥加强连翘萁丹参等中药材种子

种苗繁育基地建设喹为中药材生产发展提供优良种子种苗菥参照

国家萁省中药材生产标准喹结合实际制定主要中药材品种生产技

术标准喹推动中药材生产向标准化方向发展菥大力推广地膜覆盖萁

育苗移栽萁科学施肥萁机械化收获萁病虫害综合防控等先进实用

技术喹提高中药材产量与品质菥推动融合发展喹支持中药材龙头

企业采取 菟公司喱基地喱农户萏菟公司喱合作社喱农户萏等形式喹

建立企业与农户之间紧密的联结机制菥推动中药材产业与乡村旅

游萁文化创意萁生态建设等深度融合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

局萁林业局萁工业和信息化局萁文化广电旅游局嗒

喋七嗒建设优质花生基地菥以渑池县天池镇萁坡头乡等7个

乡 喋镇嗒为重点喹发展优质花生生产菥到2020年喹全市优质花生

种植面积发展到6万亩左右喹花生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0唳

以上菥到2025年喹全市优质花生种植面积发展到9万亩左右喹花

生综合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80唳左右菥开展优质花生绿色高产高

效示范喹推广开农71萁远杂12号萁豫花22等优质高产花生品种喹

推广地膜覆盖萁化肥农药减量使用萁病虫害绿色防控萁防止黄曲

霉素污染萁节水降耗等规范化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喹进一步提

高花生生产水平菥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工业和信息化局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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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委嗒

喋八嗒建设优质水产品基地菥以灵宝市萁陕州区萁渑池县沿

黄地区为重点喹发展黄河鲤鱼萁草鱼萁乌鳢萁鲶鱼等大宗淡水鱼

养殖菥以卢氏县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为重点喹发展大鲵萁鲟鱼萁

虹鳟鱼等冷水鱼特色养殖菥以窄口水库萁龙脖水库萁涧里水库萁

沟水坡水库等大中型水库为重点喹发展以净水萁生态萁休闲为主

的水库绿色渔业菥积极创建省级水产良种场喹增强我市优质苗种

生产能力菥到2020年喹淡水鱼养殖面积达到2万亩喹冷水鱼养殖

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喹建设水库绿色渔业基地1个喹创建市级水产

良种场1个喹争创省级水产良种场1个喹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

示范场7个菥到2025年喹建设水库绿色渔业基地2个喹创建省级水

产良种场1个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水利局萁商务局萁

文化广电旅游局嗒

三萁保障措施

喋一嗒强化政策扶持菥要加大对发展优势特色农业的支持力

度喹市级财政统筹现有涉农资金喹集中用于支持优势特色农业发

展菥落实用地政策喹运用设施农用地政策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喹

保障畜禽养殖萁规模化特色农业生产等项目用地菥在节约集约用

地的前提下喹新增建设用地年度指标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

标优先安排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配套辅

助设施用地菥 喋责任单位嗷各县 萃市萁区菸政府喹市财政局萁自

然资源规划局嗒

喋二嗒创新金融服务菥支持金融机构创新涉农金融产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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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喹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有效金融服务菥积极稳妥推进农村

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菥充分利用

地方特色农业保险省财政以奖代补政策喹开展特色农业完全成本

保险试点菥支持农业企业上市融资喹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菥 喋责

任单位嗷市金融局萁财政局萁人行三门峡市中心支行萁三门峡银

保监分局嗒

喋三嗒吸引工商资本菥支持工商资本下乡喹鼓励工商资本重

点围绕八大优势特色农业喹建设产业基地喹构建产业链条喹提升

产业质量菥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形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喹

在财政萁税收萁农业用地用电用水萁基础设施建设萁金融信贷萁

农业特色保险萁承担涉农项目萁开展经营等方面按规定予以支持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财政局萁税务局萁发展改革委萁林

业局萁金融局萁水利局萁人行三门峡市中心支行萁三门峡银保监

分局萁三门峡供电公司嗒

喋四嗒强化科技支撑菥鼓励农业科研院所萁农业企业围绕八

大优势特色农业的重大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喹重大科技项目向八大

优势特色农业倾斜菥加强产业技术体系萁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菥

发展智慧农业喹在示范基地实现全程信息化嗉综合利用大数据萁

云计算萁人工智能等技术喹为灾害预警萁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萁

生产经营科学决策等提供服务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科技局萁农业农

村局萁林业局萁工业和信息化局萁农科院嗒

喋五嗒推进三产融合菥开展农林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喹壮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喹培育农业产业化集群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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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农业三产融合平台喹创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菥纵向

延长产业链条喹大力发展规模化种养萁农产品初加工萁精深加工萁

冷链物流萁电子商务嗉横向拓展相关产业喹大力推进副产物综合

利用萁休闲农业萁优势特色农业与旅游萁文化萁康养萁体育等深

度融合喹不断提升农业附加值喹积极探索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喹促

进农民增收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林业局萁工业和信息

化局萁商务局萁文化广电旅游局嗒

喋六嗒加强园区建设菥积极创建国家级萁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喹推动建设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喹逐步构建国家萁省萁市三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菥依托现代园区创新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喹打

造现代农业发展高地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财政局萁发

展改革委萁工业和信息化局萁林业局嗒

喋七嗒加快主体培育菥贯彻落实 菅中共三门峡市委办公室三

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实施意见菀 喋三办 萃2018菸24号嗒喹综合运用土地萁财税萁

金融萁保险等多种政策工具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喹重点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萁公益性综合性农业公共服务组织萁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喹加快建立多元主体萁多方参与萁分工协作

的产业协会和产业联盟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财政局萁

林业局萁供销社萁金融局萁税务局萁三门峡银保监分局嗒

喋八嗒推进改革创新菥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喹探索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喹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菥推进土地制度

改革喹巩固提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果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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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确权成果在政策补贴萁土地流转萁抵押贷款等领域的运用喹支

持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菥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喹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菥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喹扩大农产品质量安全

可追溯体系覆盖面喹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菥 喋责任单位嗷市农业

农村局萁自然资源规划局萁林业局萁发展改革委萁市场监管局嗒

喋九嗒加强考核评价菥把八大优势特色农业基地建设纳入乡

村振兴考核指标体系喹通过指标评价萁现场观摩萁述职评议萁第

三方评估等方式进行考核喹对考核结果先进的地方在分配项目资

金时给予适当激励喹对考核结果落后的予以通报批评菥 喋责任单

位嗷市农业农村局萁林业局萁财政局萁统计局萁国调队萁三门峡

海关嗒

附件嗷八大优势特色农业基地

201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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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八大优势特色农业基地

一萁优质林果基地

优质苹果基地12个乡 喋镇嗒嗷卢氏县官道口镇萁杜关镇喹灵

宝市寺河乡萁五亩乡萁苏村乡萁朱阳镇萁阳平镇喹陕州区大营镇萁

张汴乡萁西张村镇萁菜园乡喹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店镇菥

优质核桃基地18个乡 喋镇嗒嗷卢氏县范里镇萁东明镇萁沙河

乡萁杜关镇萁官道口镇萁横涧乡萁文峪乡喹灵宝市五亩乡萁苏村

乡萁朱阳镇萁阳平镇喹陕州区菜园乡萁王家后乡萁观音堂镇萁张

汴乡萁西张村镇萁宫前乡喹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店镇菥

优质猕猴桃基地5个乡 喋镇嗒嗷卢氏县双槐树乡萁东明镇萁

官坡镇萁瓦窑沟乡萁汤河乡菥

优质杜仲基地8个乡 喋镇嗒嗷灵宝市朱阳镇萁寺河乡萁五亩

乡萁城关镇喹卢氏县东明镇萁沙河乡萁文峪乡喹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阳店镇菥

二萁优质草畜基地

优质肉牛基地15个乡 喋镇嗒嗷灵宝市苏村乡萁朱阳镇萁五亩

乡喹渑池县南村乡萁段村乡萁仁村乡萁洪阳镇萁坡头乡喹卢氏县

范里镇萁沙河乡萁官道口镇萁杜关镇萁潘河乡喹陕州区宫前乡萁

店子乡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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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奶源基地5个乡 喋镇嗒嗷湖滨区磁钟乡喹陕州区菜园乡萁

西张村镇萁张湾乡萁大营镇菥

优质肉羊基地15个乡 喋镇嗒嗷卢氏县东明镇萁范里镇萁横涧

乡萁潘河乡喹渑池县仰韶镇萁陈村乡萁果园乡萁张村乡萁洪阳镇萁

仁村乡喹陕州区西李村乡萁菜园乡萁硖石乡萁张茅乡萁西张村

镇菥

优质饲草基地10个乡 喋镇嗒嗷卢氏县东明镇萁范里镇萁文峪

乡萁官道口镇萁杜关镇萁横涧乡萁双龙湾镇萁官坡镇萁徐家湾乡萁

潘河乡菥

三萁优质食用菌基地

优质食用菌基地13个乡 喋镇嗒嗷灵宝市焦村镇萁朱阳镇萁西

阎乡萁阳平镇嗉卢氏县朱阳关镇萁狮子坪乡萁瓦窑沟乡萁东明镇萁

五里川镇萁官坡镇萁双槐树乡嗉湖滨区磁钟乡嗉陕州区西张村

镇菥

四萁优质烟叶基地

优质烟叶基地18个乡 喋镇嗒嗷卢氏县范里镇萁东明镇萁杜关

镇萁沙河乡萁官道口镇嗉灵宝市朱阳镇萁五亩乡萁苏村乡嗉陕州

区西李村乡萁观音堂镇萁宫前乡萁菜园乡嗉渑池县果园乡萁天池

镇萁坡头乡萁仰韶镇萁陈村乡萁英豪镇菥

五萁优质蔬菜基地

优质蔬菜基地19个乡 喋镇嗒嗷灵宝市苏村乡萁尹庄镇萁西阎

乡萁函谷关镇萁豫灵镇嗉陕州区西张村镇萁菜园乡萁张茅乡萁大

营镇萁张湾乡萁张汴乡嗉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嗉湖滨区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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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嗉渑池县天池镇萁英豪镇萁洪阳镇嗉卢氏县沙河乡萁东明镇萁

杜关镇菥

六萁优质中药材基地

卢氏县18个乡 喋镇嗒嗷官道口镇萁杜关镇萁双龙湾镇萁东明

镇萁范里镇萁文峪乡萁横涧乡萁沙河乡萁潘河乡萁木桐乡萁徐家

湾乡萁官坡镇萁五里川镇萁双槐树乡萁朱阳关镇萁狮子坪乡萁瓦

窑沟乡萁汤河乡菥主导品种嗷连翘萁丹参萁苦参萁黄芩萁苍术萁

黄精萁天麻萁猪苓萁山茱萸萁白芨菥

渑池县9个乡 喋镇嗒嗷坡头乡萁仁村乡萁陈村乡萁张村镇萁

果园乡萁英豪镇萁天池镇萁洪阳镇萁仰韶镇菥主导品种嗷丹参萁

黄芩萁柴胡萁板蓝根萁艾草萁冬凌草萁金银花萁芍药萁连翘菥

灵宝市5个乡 喋镇嗒嗷朱阳镇萁苏村乡萁阳平镇萁西阎乡萁

故县镇菥主导品种嗷杜仲萁丹参萁苦参萁连翘萁地黄菥

陕州区4个乡 喋镇嗒嗷观音堂镇萁西李村乡萁宫前乡萁店子

乡菥主导品种嗷丹参萁柴胡萁板蓝根萁艾草萁连翘菥

七萁优质花生基地

优质花生基地7个乡 喋镇嗒嗷渑池县天池镇萁坡头乡萁仰韶

镇萁南村乡萁果园乡萁英豪镇萁陈村乡菥

八萁优质水产品基地

淡水鱼养殖基地10个乡 喋镇嗒嗷灵宝市西阎乡萁函谷关镇喹

渑池县张村镇萁天池乡萁果园乡喹陕州区大营镇萁张湾乡萁西张

村镇萁菜园乡萁西李村乡菥

冷水鱼养殖基地5个乡 喋镇嗒嗷卢氏县文峪乡萁朱阳关镇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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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坪乡喹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店镇萁大王镇菥

水库绿色渔业基地3个嗷窄口水库萁龙脖水库萁涧里水库菥

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嗷灵宝市江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萁河南冠云山大鲵繁育有限公司萁渑池县青莲河水产养殖有限

公司萁灵宝市军琪渔业养殖有限公司萁渑池振兴观光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萁三门峡市为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惠民分公司 喋所属水产

养殖场嗒萁三门峡市湖滨区新强水产养殖场菥



主办嗷市农业农村局 督办嗷市政府办公室五科

抄送嗷市委各部门喹军分区喹部萁省属有关单位菥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喹市政协办公室喹市法院喹市检察院菥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2月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