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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流的服务打造优质农产品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规模化、产业化

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通过多种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创新．提高农业生

产的效率，提升农产品增加值，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可持续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塔城市农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是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渐成规模。着力推进农业示

范园区及万亩高产示范园区建设。全市共建立了10个国家级万亩高

产创建示范片。在示范园区进行优良品种筛选、膜下加压滴灌技术推

广、病虫草害综合防治试验示范、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推广应用及集

成研究，改进和完善塔城市农作物现有种植技术，形成适宜塔城市农

作物标准规程28项。并在有生产条件的辐射区逐步得到应用。2010

三是大力发展现代种业。按照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结合、资源

集中、运行高效的原则。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

种业企业，促进种子企业核心竞争力明显提高，把塔城市打造成“新

疆小麦种子繁育基地和销售推广中心”．力争到2015年良种繁育基

地面积稳定在12万亩以上。到2020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

四是稳步推进设施农业发展。进一步完善。塔城市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利用巴克图口岸的。绿色通道”的契机。以打造塔城旅游文化

城市为导向，结合“中哈三日免签游”的政策，发展塔城现代农业及观光

旅游业的发展．创造出具有高品质和丰富美学内涵的观光、科普教育景

观。2013年塔城市成功创建了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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