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县府办发〔2023〕40 号

临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临夏县 2023年县域商业体系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单位：

《临夏县 2023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县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临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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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县2023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

系建设，改善商贸流通基础条件，促进农村消费升级。根据《商

务部等 15部门办公厅（室）关于印发〈县域商业建设指南〉的

通知》（商办流通函〔2021〕322号）中《县域商业建设指南》

甘肃省商务厅、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关于组织实

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的通知》（甘商务流通发〔2022〕113号）、

甘肃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2年度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确定

工作的通知》（甘商务流通发〔2022〕206号）有关要求，结合

临夏县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实际，提升改造县级商贸流通仓配

中心及乡镇商业网点及建设物流园冷链冷库等方面开展县域商

业体系建设，计划总投资 1421万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 512万

元，为项目奖补类资金，为确保临夏县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顺利实

施，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概况

临夏县位于甘肃省中部、临夏州西南部，地处黄河上游、黄

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县境东西宽 53.1 公里、南北长

59.85 公里，总面积 1212.4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55.5 万亩；辖

25个乡镇（16个乡、9个镇）、218个行政村、7个社区，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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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蒙古、哈萨克族等 9个民族，

2022年底总人口 42.6万。

1.优势资源

一是自然条件独特。土壤无污染、日照时数长、昼夜温差大、

水利资源充足，是一片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天然沃土。誉为“万顷

塬”的北塬片区是全省最大的台塬区和全州最大的自流灌区。

二是生态环境秀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气候

宜人，山清水秀、生态良好，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境内有

大夏河、牛津河、老鸦关河、红水河等 9条黄河支流，有三岔坪

林场、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形地貌丰富多样，山水川田

交相辉映。

三是商贸流通活跃。自古以来是牧区与农区经济贸易、文化

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丝绸之路南道要冲和唐蕃古道、茶马互

市的重要驿站，是内地连接藏区的重要经济通道，各族群众素有

走出去闯天下、善经商敢创业的传统，常年有 5万余人活跃在青

藏线上，为推动内地与藏区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历史文化悠久。马厂、半山、马家窑、齐家、辛店等古

文化遗址星罗棋布，有崔家庄、杨家河、任家崖等省级文物遗址

3处。中原汉儒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在这里相互浸

润，形成了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为代表的独具特色而

又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临夏砖雕、葫芦雕刻、马五哥与尕豆妹

等 5项民间文化艺术被纳入省级非遗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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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位优势

临夏县地处甘、青两省交界处，是兰州通往甘南、青海、四

川等地的“黄金通道”，东通省会兰州，西接青海牧区，国道

213线穿境而过，连接着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兰临合高速直达

省城、直通九色甘南，临循高速全程贯通，成为连接青海的大通

道，正在建设的兰临合铁路贯穿东西，临夏机场即将落地建设，

互联互通、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

3.物流条件

依托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已建成 750 平方米

的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成乡镇电子商务服务站 25个，

覆盖率为 100％；建成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 120个，行政村覆盖

率为 55％，电商功能覆盖率为 95%，开展代购代销、快件收发、

代缴话费、保险代理等便民服务；建成 1950平方米的县电子商

务仓储物流冷链中心、25个乡镇物流服务站、120个村级物流服

务点，实现了物流快递功能所有行政村全覆盖。整合顺丰、韵达

等 6家物流快递企业，制定了 5条农村物流快递配送线路，全面

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双向流通渠道，对整合的快递物

流实现数据共享，有效降低了快递物流费用。

二、商贸情况

2022 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0.41 亿元。截至

2021年底，全县共有商业网点 8206家，餐饮业门店 624家，农

贸市场 11家，中型零售商业网点 6家。全县共计入库限上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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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12家，其中，零售企业 5家，餐饮企业 7家，涵盖了住宿、

餐饮、日用百货批发等行业，基本反映了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全貌。

三、前期工作进展

为扎实推进临夏县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探索更多具有临夏县

特色的商业体系建设之路。为乡村振兴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

力支撑。临夏县扎实开展前期工作，全力以赴推进县域商业体系

建设：一是成立了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商务、财政、乡

村振兴、工信、发改、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市场监管、文旅等

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临夏县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行动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了多部门参与的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协调推进机

制，制定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方案，开展项目评审，验收及协调解

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统筹推进县域商业项目建设。二是由县商

务部门牵头，各乡镇参照《县域商业建设指南》，对商业基础设

施情况进行了仔细摸底，梳理出了县域商业总体目标、年度任务。

三是通过企业申报、实地调研、对照县域商业建设重点工作任务，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临夏县县域商业项目清单》。

四、目标任务

（一）总体目标和年度分解任务。围绕商务部等 17部门《关

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提出的“三个全

覆盖”目标和《县域商业建设指南》7 项约束性指标，到 2025

年，全县建成综合商贸中心 1个、县级物流中心 1个、乡镇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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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15 个，218个行政村实现“快递进村”的村 189 个，县域

物流共同配送率达到 70%，基本实现县级商贸服务中心和物流配

送中心、乡镇商贸中心、村村通快递。城乡生产和消费连接更加

紧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渠道更加畅通，农民收入和农村

消费持续提升。

（二）县域商业建设类型和标准。参照《县域商业建设指南》，

结合我县现有网点数量、规模、发展实际水平等因素，目前我县

县域商业建设类型为基本型，争取到 2025年建立完善的县城统

筹，以城区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县域商业体系，争

取达到增强型。

五、重点工作

（一）优化县域商业网点设施布局

临夏县计划把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作为乡镇商业发展的

重要切入点，引导和扶持有实力的流通企业下沉农村，加强县乡

村三级商业网点建设，夯实农村商业发展基础，推动县乡村商业

联动，弥补市场缺位和薄弱环节，贴近农村、服务农民，满足农

村居民分层分类消费需求，实现整体县域商业网络服务体系，满

足农产品上行及工业品下行需求。

1.县城商贸网点布局。改造升级县级综合商贸服务中心，按

照乡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打造乡镇商贸中心和村级便民商业网

点。主要推动消费业态集聚，满足群众、居民一般生活服务需求，

提升居民大件及高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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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镇商业网点布局。发挥乡镇承上启下、紧靠农村居民生

活圈、服务农村常住人口的区域商业中心优势，引导商贸流通企

业采取自建、改造、股权合作等方式，对现有乡镇商业设施进行

现代化改造布局，新建或提升改造一批商贸中心、超市等商业网

点，改善乡镇商贸业态环境。优化生活服务业供给，使乡镇基本

能够满足周边居民米面粮油、家居百货、农资、美容美发、餐饮

等消费需求。

3.村级商贸网点布局。建设好县域商贸末端产业，引导电商、

物流、商贸流通企业、通过特许加盟、联盟联销、供应链赋能等

方式，新建或升级一批连锁商店，加强对夫妻店、小卖铺等建设

提升，为村民提供日用消费品、生活缴费、邮件快件代收代发、

涉农信息服务等便民生活服务。

4.丰富农村消费市场。促进农村耐用消费品升级，加快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品使用环境。鼓励农村商业企业、

零售网点与品牌生产厂商合作，加大汽车、大家电、家居等耐用

消费品投放，加强售后维修网点建设，解决农民消费后顾之忧。

（二）增强农产品上行功能

1.提升产地商品化处理能力。引导商贸、电商、快递、物流

企业围绕农产品上行建设分拣、预冷、初加工、配送等商品化处

理设施，提高农产品商品转化率，构建冷链寄递体系，补齐农产

品供应链“最初一公里”短板，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和错峰销

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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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强农业品牌培育应用能力。完善品牌管理评价体系，提

升产品研发、品牌孵化、包装设计等附加服务，加快推进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全面实施畜牧产品、消

费品等营销战略。着力打造和提升一批知名品牌，重点培育县农

特产品等，加大推介力度，提升市场竞争力。

（三）发展县城现代流通供应链服务

1.优化流通网络布局。着力塑造高品质繁华商业场景及空间，

进一步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形成县城商业中心、片区邻里中心、

社区商业网点等县城商业网络体系；借助现有物流配送节点、邮

政储蓄、便民服务网点等适度引入品牌性社区商业，建设一批特

色主题街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功能与高品质商业功能融合发展。

2.做优做强流通主体。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通过

打造物流三级配送服务体系，支持物流企业加强与农业、供销、

商贸企业的合作，筑牢“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

流通。把加快补齐冷链设施短板作为县域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重要

突破口，推动城乡冷链网络双向融合。

3.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发挥线上线下双渠道优势，实施

“数字赋能”，开展流通领域全行业数字化改造，推出一批数字

化应用场景，推进智能化和跨界融合。搭建打通城乡消费联动的

互联网平台、数智化产销对接渠道。加快农村电商平台升级，培

育零售电商、批发电商、分销电商以及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社

区电商等新模式。推动大型实体零售终端向场景化、体验式、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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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消费场所转型，小型实体零售终端集合多种生活服务功能，

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发展。

六、资金管理

1.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研究制定县域商业建设

行动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依据财政资金管理程序，对项目

实施企业申报的项目进度按比例进行资金拨付。

2.项目竣工后要组织验收，验收内容包括项目建章立制情

况、项目计划完成情况、项目建设公示情况、项目管理和运行

机制，项目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及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情

况。验收合格后，由商务局将专项资金按规定比例兑付到项目

承办企业。

3.县财政局和商务局要做好项目审核和资金监管工作，按

规定规范使用专项资金，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确保专项资金发挥作用。

4.项目实施单位收到财政拨付的资金后，建立专户，专款

专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并按要求向县财政局、商务局

报告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5.对违法违规使用专项资金的，一经查实，将全额追回已经拨

付的款项，取消该项目实施单位三年内申请专项资金的资格，并按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号）的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其他管理办法参照省管理办法。



- 10 -

7.项目承办单位申请项目启动资金时应提供以下资料：

①承办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承办单位开立账户资料；

③项目实施合同复印件；

④项目承办单位拨付资金书面申请：

⑤县财政局、商务局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8.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承办单位申请资金时应提供以下资料：

①项目承办单位拨付资金书面申请；

②与项目相关财务凭证的复印件；

③县财政局、商务局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9.项目经县级初验合格后申请拨付资金的，还应提供验收合格

证明材料。

10.项目承办单位应将上述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复印件应加

盖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七、监督管理

1.项目承办单位必须按照本实施方案规定，认真组织项目实施，

建立健全项目建设档案，对项目评审、建设、验收、补助等各环节

的档案材料进行整理和归档，做到资料详实、手续齐备、程序合规。

项目承办单位收到补助资金后，要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及时进行

财务处理，并向县商务局、财政局报告本单位（企业）专项资金使

用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县财政局负责对商务局项目资金拨付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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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局对项目实施企业、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管，定期不定

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项目资金按照“谁申报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

执行，必须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或挪作他用。凡违反规

定，弄虚作假、骗取、截留、挪用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资金的，

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 427号）等有关

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八、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的临夏县

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统称为领导小组），全

面负责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县商务局，由县商务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

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工作的推进。

（二）明确职责分工。县商务局是项目推进工作的责任主体，

对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实施方案落地、项目落实取得实效负责。

各乡镇、相关部门作为项目的具体实施主体，要全力抓好项目实施

工作。

（三）强化督查考核。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审核项目设计方案和建设标准，全程跟监项目的执行和资

金使用，定期巡查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确保项目建设有序进行。

（四）做好政务公开和信息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在县政

府门户网站全面、及时、准确、集中公开实施方案、项目内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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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排、决策过程等信息（有关信息不得散见于网站），做好信息

备案公示工作，及时通过省商务厅网站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专栏

公开项目实施信息。要与商务部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对接，按时

报送项目进展、资金拨付等材料。

附件：临夏县 2023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

临夏县2023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

为加快推进我县县域商业体系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强县域商

业体系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决定成立临夏县 2023年县域商业

体系建设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

员名单及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组 长：马 虹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组长：马明武 县商务局局长

成 员：王孝忠 县财政局局长

卡小军 县发改局局长

宋永忠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妥学良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县农民专业合

作社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卢 斌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戴旭东 县住建局局长

马福德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赵淑珍 县文旅局局长

李华俊 县人社局局长



马晓英 县科技局局长

马才林 县公安局副局长

马孝林 县供销社副主任

马小明 县邮政公司总经理

金文林 韩集镇镇长

马占林 麻尼寺沟乡乡长

李淑琴 掌子沟乡乡长

马学义 漠泥沟乡乡长

秦玲军 马集镇镇长

曹宏彦 刁祁镇镇长

马孝明 漫路乡乡长

铁雅青 榆林乡乡长

马子先 尹集镇镇长

石 磊 新集镇镇长

刘克伟 民主乡乡长

杨国彦 黄泥湾镇镇长

胡世东 路盘乡乡长

周伊光 营滩乡乡长

马俊明 红台乡乡长

周胜利 井沟乡乡长

沈永国 坡头乡乡长



周 麒 北塬镇镇长

孟涛涛 土桥镇镇长

赵 琛 桥寺乡乡长

张英明 先锋乡乡长

妥学鹏 安家坡乡乡长

赵 云 河西乡乡长

朱习云 南塬乡乡长

周德瑞 莲花镇镇长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全县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的组织和统

筹协调，主抓辖区内的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及具体项目落实工作；

结合县情实际，提出本辖区在推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规划意见，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跟踪、指导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

目推进工作，做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的督促、推进和重大事

项落实，协调、解决项目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研究制定全县县

域商业体系建设相关政策。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商务局，负责协调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及具体项目的组织实施，由马明武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县商务局：承担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做

好牵头协调和日常事务工作，按要求认真抓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及具体项目落实。



县财政局：及时拨付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加强对资

金的监督管理和项目绩效评价。

县乡村振兴局：协同县商务局认真做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及

具体项目落实工作；结合部门职责，提出推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的规划意见，配合制定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并做好跟踪、

指导项目推进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围绕部门职能，协同商务局就做强一批农产

品综合市场、做大一批特色农产品产地市场、做优一批乡镇农贸

（集贸）市场等方面，结合县情实际，做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

目谋划和实施工作，不断增强农产品高质量供给、产地商品化处

理、农业品牌培育、农产品市场公益性保障、农产品冷链流通、

农产品产销对接服务等能力提升。

县自然资源局：围绕部门职能，结合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

实际，落实商贸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市场建设用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等政策，盘活农村商贸体系建设用地等现有

资源。

县市场监管局：围绕部门职能，严格落实属地管辖责任制，

对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中，县乡村三级网点予以及时办理营业执照

等手续，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县供销联社：协调发展、深化合作，做好 25 个乡镇商贸中

心、218 个行政村便民网点的日用百货、农资化肥等物资供应。

县融媒体中心：对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成果进行及时宣传报道。



全县 25 个乡镇：充分发挥属地管辖职责，围绕辖区内农村

居民生活圈、服务农村常住人口的区域商业中心优势，配合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项目实施企业或引导商贸流通企业采取自建、改造、

股权合作等方式对现有乡村商业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新建改造

一批集百货超市、快递物流、农资化肥等于一体的“三合一”新

型服务网点，逐步优化生活服务业供给，满足辖区内居民的基本

生活需求。

临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9月 21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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