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十年耕耘结硕果 稳中向好开新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

论述及来湘考察重要讲话为指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以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揽，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全

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农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农业农村发展硕果累累，

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一、经济规模持续扩大

2021 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7662.36 亿元，较上年增长 10.4%，

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4.4%。分行业看，农业产值 3532.87 亿元，年均

增长 3.6%；林业产值 455.82 亿元，年均增长 8.2%；牧业产值 2542.51 亿

元，年均增长 3.2%；渔业产值 570.82 亿元，年均增长 6.1%；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560.33 亿元，年均增长 7.6%。（详见图 1）

图 1　2012—2021 年湖南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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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粮食产量稳定提升

湖南粮食面积稳定在 7000 万亩左右、产量稳定在 600 亿斤左右，以

最强执行力稳固粮食“基本盘”、坚决扛起粮食生产大省的责任担当。

2021 年湖南省粮食播种面积 4758.37 千公顷（7137.6 万亩），比 2012 年

下降 4.4%，总产量 3074.36 万吨（614.9 亿斤），比 2012 年增长 0.4%。

从稻谷来看，2021 年，稻谷播种面积 3971.1 千公顷（5956.65 万亩），

比 2012 年 下 降 5.7%， 稻 谷 产 量 2683.1 万 吨（536.62 亿 斤）， 比 2012

年 下 降 0.8%。 其 中， 早 稻 播 种 面 积 1219.6 千 公 顷（1829.4 万 亩），

比 2012 年 下 降 16.7%， 产 量 743.8 万 吨（148.76 亿 斤）， 比 2012 年 下

降 11.6%；中稻及一季晚稻播种面积 1479.2 千公顷（2218.8 万亩），比

2012 年增长 21.6%，产量 1122.2 万吨（224.44 亿斤），比 2012 年增长

27.3%；双季晚稻播种面积 1272.3 千公顷（1908.45 万亩），比 2012 年

下降 16.8%，产量 817.1 万吨（163.42 亿斤），比 2012 年下降 16.7%（详

见图 2、图 3）。

图 2　2012—2021 年粮食和稻谷播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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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2021 年粮食和稻谷产量

三、经济作物增长势头强劲

一是油料作物平稳增长。我省油料作物以油菜籽种植为主，是全国

油菜籽生产的主产区和优势区，种植面积仅次于稻谷和蔬菜，是我省主

要传统油料作物，常年种植面积 2000 万亩左右。2021 年全省油料播种

面积 2219.75 万亩，比 2012 年增长 13.7%，年均增长 1.4%，油料总产量

263.00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33.9%，年均增长 3.3%。其中油菜籽播种面

积 2027.33 万亩，比 2012 年增长 14.3%，年均增长 1.5%，油菜籽总产量

230.25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36.4%，年均增长 3.5%。

二是蔬菜产业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加快“菜篮子”工

程基地建设，大力推进蔬菜基地标准化建设，致力打造千亿级优势产业，

目前已建成长株潭、洞庭湖、湘南和湘西四大绿色蔬菜产业聚集区，设

施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提升。2021 年，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 2087.19

万亩，比 2012 年增长 24.1%，年均增长 2.4%；产量 4268.92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35.9%，年均增长 3.5%（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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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2—2021 年蔬菜播种面积和产量

三是其他经济作物稳定发展。我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充分

挖掘丘岗、山地生产能力，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品牌茶叶、特色水果

等高附加值的特色经济作物。2021 年茶叶产量 25.85 万吨，比 2012 年

增长 92.7%，年均增长 7.6%；水果产量 1193.64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40.0%，年均增长 3.8%，其中，园林水果 766.94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41.2%，年均增长 3.9%，瓜果类 426.71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37.9%，年

均增长 3.6%。

四、畜牧水产质量效益同步提升

一是生猪产能重回历史高位。2018 年 8 月，非洲猪瘟疫情快速传播，

湖南生猪和母猪存栏量出现大幅下滑。为稳定生猪价格、保障生猪供应，

我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决策部署，出

台了 12 条具体措施，扶持生猪生产发展，全省生猪重大项目持续推进，

生猪稳产保供取得阶段性成效。据调查总队数据显示，2021 年全省生猪

出栏 6121.83 万头，创近 6 年来历史新高，比 2012 年增长 3.4%，年均增

长 0.4%（详见图 5）。猪肉产量 443.06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3.6%，年

均增长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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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2—2021 年生猪出栏量（单位：万头）

二是牛羊家禽养殖快速发展。我省积极推动牛羊等节粮型草食牧业

和生态畜禽养殖业发展，提高牛羊禽肉在肉类中的比重，牛羊家禽保持

较快增长。据调查总队数据显示，2021 年全省牛出栏 180.70 万头，比

2012 年增长 37.8%，年均增长 3.6%，羊出栏 1064.10 万只，比 2012 年

增长 47.6%，年均增长 4.4%，家禽出栏 54025.20 万只，比 2012 年增长

29.6%，年均增长 2.9%。牛肉产量 21.30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26.8%，

年均增长 2.7%，羊肉产量 17.50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69.9%，年均增长

6.1%。

三是水产养殖健康发展。湖南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指导思想，坚决扛牢“守护好一江碧水”政治重任，围绕生

态健康环保发展水产养殖业，积极致力于改善养殖设施、治理面源污染、

推广稻渔综合种养，现代渔业发展进程持续加快。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

显示，2021 年全省水产品养殖面积为 433.13 千公顷，产量达 266.11 万吨，

较 2016 年分别增长 4.9% 和 11.6%。其中，受禁捕退捕以及“十年禁渔”

政策影响，淡水捕捞产量为 0.56 万吨，比 2016 年下降 94.1%；各地积极

改造精养池塘，推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水产养殖提质增效，淡水养殖

产量为 265.54 万吨，比 2016 年增长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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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代农业体系初步构建

一是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十年来湖

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3805 万亩，约占永久基本农田的 67.5%。农业机

械总动力 2020 年达到 6588.95 万千瓦，居全国第 6 位，比 2012 年增长

27.0%。

二是推进种业创新高地建设。近年来，湖南加快种业产业资源整合，

以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为先导区，既攻坚前沿探索、又注重产业应用，

涌现出一批农业领域的院士专家，研发出一系列优良品种。据省农业农

村厅数据显示，湖南拥有种业企业 400 余家，商业化育种规模居全国前列，

在水稻领域有 AAA 级种子企业 24 家，占全国总数的 1/5，近年来国审水

稻品种湖南占比超四成，杂交水稻、杂交油菜、杂交辣椒等种子，市场

占有率居全国前列，第三代杂交稻双季亩产突破 1600 公斤，再次刷新纪录。

三是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湖南着力提升农业发展效益，重点打

造“两油两茶两菜”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和“一县一特”品牌。积极培育

千亿优势特色产业，实施“六大强农行动”，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

十年来，全省累计创建了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37 个、特色产业园 899 个、

农业产业强镇 145 个、农业特色小镇 19 个。

六、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一是湖南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截止 2020 年末，全省 682 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692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

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二是湖南脱贫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高。356 万人发展特色产业稳定增

收，220 多万人主动外出务工脱贫，69.4 万贫困群众自愿搬出“穷窝”，

11.3 万人次贫困群众担任护林员，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换来了金山银山。

三是湖南脱贫地区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

业长足进步，行路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得到历

史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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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一是加快改善农村民生。湖南坚持以加强乡村建设为重点推进农村

现代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连续四年获得国务院真抓实干督查激励。着

力做好公共空间治理、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等重点工作，

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5%，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到

76%，累计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049 个。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9.6%，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 83% 以上。

二是加快农村改革进程。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延包试点稳妥推进，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扩大到 4 个县市，湖南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整省试点任务基本完成。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面，农业规上企业、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发展到 5410 家、11.85 万个、18.89 万个，并

探索了代育秧、代插秧、代收割、代烘干等“十代”社会化服务模式，

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了全省三分之一的农户，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占比提

高到 53.91%。

三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湖南深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的 1987 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3553 元。2021 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295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 2012 年的 2.76 下降至 2.4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湖南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的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湖南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十年弹指一挥间，

拾级而上谱新篇。勤劳勇敢智慧的湖南人民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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