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棚子建设方案 蔬菜大棚建设方
案(实用5篇)

方案在解决问题、实现目标、提高组织协调性和执行力以及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
过制定方案，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避免盲目行动和无效努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
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蔬菜棚子建设方案篇一

为推进我县优质蔬菜生产基地建设，示范带动蔬菜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高效，确保绿色产品供给，根据《河南省2019年
河南省优质果蔬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文件精神，结
合我县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坚持蔬菜产业化发展，走科技创新之路，以优质高效为目标。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领作用，重点扶持我县规划的老君庙，
宿鸭湖、金铺两个特色基地内具有一定生产规模、技术基础
好、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种植基地和新型经营主体和三门闸
优质番茄产业园，通过改善基地生产基础条件、扶持应用特
色优良品种、成熟的集成配套技术，建设规模化的标准化生
产基地。通过培育样板、树立典型，示范带动汝南县蔬菜产
业转型升级、增加优质绿色产品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2019年优质蔬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继续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在创建蔬菜核心区200亩的基础上，生产基地辐射面积达
到2500亩以上。通过项目的实施，积极开展新品种、新技术、
新材料、新设备的试验示范，确保项目区形成1套绿色提质增
效技术模式；新的技术配套使水、肥、药的使用量减少30%以
上，产品农残抽检合格率100%，产品优质率提高5%，品牌建
设得到进一步推进。



县蔬菜办公室对整个项目的实施予以指导、统筹、监督，切
实发挥经营主体的能动性，确保项目资金效益最大化。根据
县有关规划和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要求，重点扶持两基
地一园区，即老君庙蔬菜特色产业基地、宿鸭湖桃园铺温室
大棚基地和三门闸优质番茄产业园。其中：老君庙蔬菜特色
产业基地肖屯农作物种植合作社建设改良式大棚8座,6400平
米、汝南县瑞和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钢结构温室大棚2
座2400平米、汝南县金地来农牧有限公司温室大棚2座2400平
米；宿鸭湖桃园铺温室大棚基地志强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日
光温室4座6240平米、改良式大棚990平米；三门闸优质番茄
产业园河南鑫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二期580亩温室配套水
肥一体化、机械卷帘等辅助设备应用生态栽培和绿色防控技
术进行标准化生产。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400万元，资金来源为省级和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二）资金用途

资金分配，根据规模和实际需要，老君庙蔬菜特色产业基地
预算115万元、宿鸭湖桃园铺温室大棚基地预算85万元和三门
闸优质番茄产业园预算200万元。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新建温室
大棚、改良式大棚和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卷帘等辅助设备
应用生态栽培和绿色防控技术。

1.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必将推动汝南县蔬菜产业规
模化、标准化发展，蔬菜基地种植户通过新技术、新品种、
新设施设备的应用，进一步提质增效，达到亩增值2500元，
户增收10000元以上的目标。

2.社会效益。通过项目实施，可辐射带动其他配套服务业协
同发展，解决乡村闲散劳动力就业，进一步推动蔬菜产业成
为引领周边地区的龙头产业，为助力脱贫攻坚，加快乡村振



兴步伐，最终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社会和谐的发展目标，为
汝南蔬菜产业发展起到示范引领和支撑作用。

3.生态效益。通过示范推广绿色高效、生态环保的配套技术，
水、肥、药使用量进一步减少，确保了更多的绿色优质蔬菜
产品供应市场。

蔬菜棚子建设方案篇二

为认真贯彻落实2020年首批产业扶贫资金，精准实施到村产
业项目，加快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
村集体经济收入，根据我镇实际，经多方考察论证，我
镇2020年首批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日光温室大棚项目432万元由
镇政府统一实施，建设无公害蔬菜大棚基地，结合灵璧县扶
贫资金使用管理的要求，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会议及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
念，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攻方向，以实现贫困群众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相结
合，产业扶持与政府兜底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
合，外部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深入落实精准扶贫重要思
想，围绕脱贫目标创新扶贫机制，转变扶贫方式，突出精准
发力，推进精准扶贫、脱贫，加快贫困户的脱困步伐。

我镇蔬菜种植历史悠久，品种繁多，以青菜、白菜、辣椒、
萝卜和瓜类为主，近年来随着冬季农业的开发，茄类、豆类
等蔬菜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常年种植蔬菜面积在5000多亩，
季节性蔬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据调查，2019年全镇蔬菜种
植面积6000多亩，其中大棚蔬菜种植340亩，现有的大棚蔬菜
主要集中在孟邵村黄庄自然庄、韩家村大赵自然庄、赵庄村
三个村。但由于大棚的建设标准、种植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
且种植品种比较单一，淡季和旺季供求不平衡。从目前情况
看，我镇地处黄准经济区中心，距空港开发区仅几公里，交



通十分便利，销售前景广阔，因此，在我镇发展大棚蔬菜市
场潜力巨大。

我镇根据各村申报，从2020年项目库中提取到村项目，16个
村共建16个标准温室蔬菜大棚，总投资432万元，全部由我镇
统一实施。

根据我镇实际，本着有利于管理，最大地提高经济效益，项
目建设地点在交通便利和有一定技术基础的赵庄村实
施，2019年已在赵庄建设了33个标准温室蔬菜大棚，此批资
金继续在赵庄统一实施，每个棚实际占地面积2.3亩左右，每
个大棚计划投资27万元，长100米，宽15米，高5米。

根据朝阳镇2020年扶贫项目库到村产业项目谋划，戚楼、大
湖、李寨、崔巷、嶂渠、朝阳、崔楼、裴集、赵庄、周庄、
韩家、京渠、旗杆等13个非贫困村、杨桥、孟邵、陆圩等3个
贫困村，扩建16个温室蔬菜大棚，共需资金432万元。这16个
温室大棚的产权全部归这16个村所有，大棚蔬菜产生的效益，
按照利益分成给16个村，非贫困村所得到的收益要全部分给
贫困户，贫困村所得的收益一部分用于村内公益事业，一部
分用于贫困户。可以通过村内开发公益岗位等形式补贴给贫
困户。

按照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项目方案审批后，我
镇将在1个月内按照法规要求，通过招标的.方式，择优选择
项目实施单位，由项目单位在合同签订后1周内开始开工建设，
并在2个月内完成项目的建设和验收。

（一）加强基地管理。项目完成后，所有权归16个村所有，
由镇政府统一对外承包给山东寿光市华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经营期间，对于有劳动能力且有参加大棚蔬菜管理意愿的
扶贫对象要优先雇佣。

（二）加强领导。成立朝阳镇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扶



贫分管责任人任副组长，其他党政班子和镇直有关单位为成
员的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做到明确分工，密切配合，争取该
项目的如期完成。

（三）加强资金管理，提高扶贫资金利用率。建立完善的资
金监管机制，严格按照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实行“报帐
制”，与项目单位签订项目合同书，项目施工单位在规定的
时间完成项目建设后，在村级初查的基础上，由村级提出竣
工验收申请，镇扶贫办收到验收申请后组织专家组完成项目
验收，经镇验收小组验收合格后，由镇财政部门按照相关要
求拨付，坚决杜绝虚报、挪用、套取项目资金等违规违纪的
现象。

蔬菜棚子建设方案篇三

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劳动技能和实践水平，增强
学生动脑和动手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学生艰苦奋斗、不断创
新思想意识，根据国务院、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
新课程改革和农村学校网点布局调整、寄宿学生增加以及改
变住校生“带菜”和“吃干菜”的种种现实情况，现就加快
我校蔬菜基地建设制定本方案。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教育理念，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丰富和繁荣我校的`教育
内容，培养艰苦奋斗、努力创新的新一代小学生。

1、“以育人为主、创收为辅”，从小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努
力创新精神，提高劳动技能，增加学校经济收入，改善办学
条件、服务教育教学。

2、三年内，我校蔬菜基地达到4亩。

1、做好市有关文件精神的宣传落实工作，紧跟中心学校的工
作部署，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一是争取领导支持；二是选择



好主攻方向，确定学校劳动基地的实际任务和工作内容；三
是仔细安排。选择热情高、愿意干的同志开辟蔬菜基地和其
他基地。

2、20xx年树好同类学校的样板，抓好蔬菜基地。

3、采取鼓励、奖励等措施，抓好蔬菜基地建设，全面改变学
校学生带菜、吃冷菜、馊菜现象，发挥学生自己种菜的作用，
改变寄宿制学生吃菜状况。把蔬菜基地建工作结合提高到一
个新水平。

年初将安排把此项工作列入学校考评范围，年终进行评比奖
励、加分。

蔬菜棚子建设方案篇四

为认真贯彻落实20xx年首批产业扶贫资金，精准实施到村产
业项目，加快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
村集体经济收入，根据我镇实际，经多方考察论证，我
镇20xx年首批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日光温室大棚项目432万元由
镇政府统一实施，建设无公害蔬菜大棚基地，结合灵璧县扶
贫资金使用管理的要求，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会议及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
念，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攻方向，以实现贫困群众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相结
合，产业扶持与政府兜底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
合，外部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深入落实精准扶贫重要思
想，围绕脱贫目标创新扶贫机制，转变扶贫方式，突出精准
发力，推进精准扶贫、脱贫，加快贫困户的脱困步伐。

我镇蔬菜种植历史悠久，品种繁多，以青菜、白菜、辣椒、
萝卜和瓜类为主，近年来随着冬季农业的开发，茄类、豆类



等蔬菜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常年种植蔬菜面积在5000多亩，
季节性蔬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据调查，2019年全镇蔬菜种
植面积6000多亩，其中大棚蔬菜种植340亩，现有的大棚蔬菜
主要集中在孟邵村黄庄自然庄、韩家村大赵自然庄、赵庄村
三个村。但由于大棚的建设标准、种植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
且种植品种比较单一，淡季和旺季供求不平衡。从目前情况
看，我镇地处黄准经济区中心，距空港开发区仅几公里，交
通十分便利，销售前景广阔，因此，在我镇发展大棚蔬菜市
场潜力巨大。

我镇根据各村申报，从20xx年项目库中提取到村项目，16个
村共建16个标准温室蔬菜大棚，总投资432万元，全部由我镇
统一实施。

根据我镇实际，本着有利于管理，最大地提高经济效益，项
目建设地点在交通便利和有一定技术基础的赵庄村实
施，2019年已在赵庄建设了33个标准温室蔬菜大棚，此批资
金继续在赵庄统一实施，每个棚实际占地面积2.3亩左右，每
个大棚计划投资27万元，长100米，宽15米，高5米。

根据朝阳镇20xx年扶贫项目库到村产业项目谋划，戚楼、大
湖、李寨、崔巷、嶂渠、朝阳、崔楼、裴集、赵庄、周庄、
韩家、京渠、旗杆等13个非贫困村、杨桥、孟邵、陆圩等3个
贫困村，扩建16个温室蔬菜大棚，共需资金432万元。这16个
温室大棚的产权全部归这16个村所有，大棚蔬菜产生的效益，
按照利益分成给16个村，非贫困村所得到的收益要全部分给
贫困户，贫困村所得的收益一部分用于村内公益事业，一部
分用于贫困户。可以通过村内开发公益岗位等形式补贴给贫
困户。

按照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项目方案审批后，我
镇将在1个月内按照法规要求，通过招标的方式，择优选择项
目实施单位，由项目单位在合同签订后1周内开始开工建设，
并在2个月内完成项目的建设和验收。



（一）加强基地管理。项目完成后，所有权归16个村所有，
由镇政府统一对外承包给山东寿光市华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经营期间，对于有劳动能力且有参加大棚蔬菜管理意愿的
扶贫对象要优先雇佣。

（二）加强领导。成立朝阳镇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扶
贫分管责任人任副组长，其他党政班子和镇直有关单位为成
员的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做到明确分工，密切配合，争取该
项目的如期完成。

（三）加强资金管理，提高扶贫资金利用率。建立完善的资
金监管机制，严格按照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实行“报帐
制”，与项目单位签订项目合同书，项目施工单位在规定的
时间完成项目建设后，在村级初查的基础上，由村级提出竣
工验收申请，镇扶贫办收到验收申请后组织专家组完成项目
验收，经镇验收小组验收合格后，由镇财政部门按照相关要
求拨付，坚决杜绝虚报、挪用、套取项目资金等违规违纪的
现象。

蔬菜棚子建设方案篇五

1、冷库建筑结构：

地基：采用混凝土承台，优先选用深基坑法，混凝土等级c25
以上，支座可以选用预制的钢支架。

墙体：选用砖墙+钢结构+聚氨酯保温板，砖墙厚度为300mm，
钢结构厚度为1.2mm，聚氨酯保温板厚度为100mm，全部采用
镀锌处理。

屋面：根据实际地点和环境情况选择，可采用聚氨酯保温板+
搭接钢结构，厚度为100mm。

2、冷库通风：



为了确保冷库内部空气质量，可以采取机械通风系统，使用
电子型号风机、通风管道、换气扇等设备，进行通风换气，
保证冷库的`正循环。

3、冷库恒温：

使用比泽尔机组进行恒温，采购型号机组根据具体面积和温
度选择，要求分为冷库温度0-5度，安装完毕后要进行检测，
保证机组正常使用。

4、冷库控制：

采用专业控制系统，具备实时温度记录功能，实现远程查看，
提高检测效率和精准性，并定时关机，以节省用电。

4、门施工：采用双开合金门，安装调整平整，完成后进行全
面检查；

7、项目竣工：完成冷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