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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金融办

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夏监管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夏监管局

宁发改环资〔2025〕436号

关于印发《宁夏绿色金融支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录》的通知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水

利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监管厅，林业

和草原局、统计局、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各市、县（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局，银川市委金

融办、人民银行各市分行，有关银行：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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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和自治区《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宁夏生态产品实际，自

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

治区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夏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宁夏监管局组织编制了《宁夏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目录》，现印发给你们。

附件：宁夏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录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党委金融办

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夏监管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夏监管局

2025年 6月 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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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夏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录
1. 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
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称 说明/条件

1

林产品
茶及饮料

原料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枸杞茎叶、枸杞果、沙棘果、黑果花楸、其他风味茶等茶及饮料原料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

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的育种育苗活动。包括优良品种引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等活动。如：枸杞研究院、国

家枸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国家级枸杞种质资源库和自治区级枸杞良种繁育示范基地建设、茶及饮料原料品

类的功能型品种和专用品种培育活动。

需符合茶及饮料原料育种育苗的相关标准。如：《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枸杞属》

（LY/T 2099）、《枸杞品种鉴定技术规程 SSR分子标记法》（DB64/T 1203）、《枸杞品种抗性鉴定 枸杞瘿螨》

（DB64/T 1575）等标准。

2 种植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茶及饮料原料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包括高标准农田、生产

基地、地理标志农产品核心生产基地、生态农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绿

色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如：国家级、自治区级产业园区建设，生态农场建设，利用退出压砂地、荒山

荒地、盐碱地等规模化种植枸杞等活动。

需符合茶及饮料原料种植的相关标准。如：《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15618）、《优质枸杞基地建设规范》（DB64/T
1574）、《枸杞机械化生产示范园区建设规范》（DB64/T 1579）等标准。

3 产品加工

作物收获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线，既有生产能

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如宁夏枸杞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枸杞饮料加

工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

需符合茶及饮料原料产品加工的相关标准。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
《枸杞干、葡萄干辐照杀虫工艺》（GB/T 18525.4）、《枸杞干燥技术规范》（NY/T 2966）、《枸杞加工企业
良好生产规范》（DB64/T 1648）、其他茶及饮料原料产品的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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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称 说明/条件

4

林药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当归、黄芪、党参、黄芩、柴胡、秦艽、板蓝根、银柴胡、红花、大黄、茯苓、枸杞、金银花等林

药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中药材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及育种育苗辅助类活动。

包括重点中药材品种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中药材种质资源圃、建立种子种苗研发、基地建设、贮存、检测、

销售为一体的中药材种子种苗产业园。如：黄芪、秦艽、红花等“固十味”为主的良种选育活动、提纯复壮、生物
育种等相关技术研究活动，盘贝、七叶一枝花等濒危品种的种质资源保存和扩繁技术研发、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

相关机械研发，中药材基地 GAP建设等。
需符合药材育种育苗的相关标准。如：《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

5 种植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中药材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包括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特

色药源基地建设。如：“固十味”品牌相关的其他中药材的种植基地建设活动。
需符合药材种植栽培的相关标准。如：《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通则》（林改发〔2021〕59号）、《林草中

药材野生抚育通则》（林改发〔2021〕59号）、《林草中药材仿野生栽培通则》（林改发〔2021〕59号）、《中
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林下中药材栽培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等标准。

6 产品加工

药材生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线，既有生产能

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包括改进加工工艺、药茶、药浴、药饮、药膳

等中医药保健养生产品开发、中兽药、生物农药、饲料添加剂等产品的开发、桃杏仁化妆品、食用油、药食同源

产品的开发、生产、中药材药用成分提取、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中药制剂生产等精深加工等。

需符合药材产品加工的相关标准。如：《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通则》（林改发〔2021〕59号）、《宁夏中
药材标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通则》（GB/T 33918）等标准。

7

森林水果

和坚果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苹果、梨、枣、桃、杏、李、核桃等森林水果和坚果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

信息化培育森林水果和坚果品类的育种育苗设施建设活动及其他辅助类活动。如：引进和驯化山东、山西、辽宁

等地森林水果和坚果品类的新品种及矮化中间砧等活动。

需符合森林水果和坚果品类育种育苗的相关标准。如：《林木引种》（GB/T 14175）等标准。

8 种植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水果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包括矮化密植果树栽培基地建设、

自治区级优质特色苹果示范基地建设等。

需符合森林水果和坚果品类种植栽培的相关标准。如：《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果园土壤管理
技术规范》（NY/T 3242）、《苹果优质丰产栽培技术规程》（DB 64/T 4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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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称 说明/条件

9 产品加工

森林水果和坚果品类生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

线，既有生产能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包括清洗、分选、包装生产线

建设等。

需符合森林水果和坚果品类加工的相关标准。如：《苹果优质丰产栽培技术规程》（DB64/T 490）、《苹果
矮砧密植栽培技术规程》(DB64/T 2097)、《坚果食品卫生标准》（GB 16326）等。

10

其他林产

品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木材砍伐产品、木本油料、香料原料、林菌、林菜、林禽、苗木、花卉等其他林产品生态产品的规

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培育其他林产品的育种育苗设施建设活动及其他辅助类活动。包括食用

菌培育基地建设、苗圃培育基地建设等活动。

需符合相关产品品类育种育苗的相关标准。如：《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NY/T 528）、《林木引种》
（GB/T 14175）等标准。

11 种植栽培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其他林产品品类的设施建设、技术引进等活动。包括食用菌

种植基地建设、高压蒸汽灭菌、液体接种技术引进等活动。

需符合相关产品品类种植栽培的相关标准。如：《绿色食品食用菌》（NY/T 749）、《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
等。

12 产品加工

其他林产品生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线，既有

生产能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包括食用菌清洗、分选、包装生产线建

设、禽类屠宰场建设等。

需符合相关产品品类育种育苗的相关标准。如：《无公害食品食用菌生产技术规范》（NY/T 5333）、《国
家标准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菌及其制品》等。

13

草产品 饲料牧草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苜蓿干草、羊草、沙打旺等饲料牧草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其他饲

料牧草品类的育种育苗活动。包括集中连片种植高产优质苜蓿场地建设、优质饲草基地建设等活动。

需符合《禾本科主要栽培牧草种子质量分级》（GB 6142）、《全国优良牧草种子生产技术要求》（农业农
村部令第 39号）、《草种子检验规程扦样》（GB/T 2930）等相关标准。

14 种植栽培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饲料牧草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包括苜蓿规模化种植技术引

进等。

需符合《牧草生产技术规程》（NY/T 1235）、《无公害食品大田作物产地环境条件》（NY 5332）、《紫
花苜蓿生产技术规程》（NY/T 635）等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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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称 说明/条件

15 产品加工

饲料牧草生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线，既有生

产能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包括饲料牧草加工、贮藏建设等。

需符合《牧草生产技术规程》（NY/T 1235）、《饲草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规范》（NY/T 1904）、《饲草
青贮技术规程玉米》（NY/T 2696）、《饲草青贮技术规程紫花苜蓿》（NY/T 2697）、《饲料用苜蓿草粉》（NY/T
1170）等相关标准。

16

中草药材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甘草、黄芩、黄芪、麻黄、元胡、柴胡等中草药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

息化种植中药材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及育种育苗辅助类活动。包括重点中药材品种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中药

材种质资源圃、建立种子种苗研发、基地建设、贮存、检测、销售为一体的中药材种子种苗产业园。如：良种选

育活动、提纯复壮、生物育种等相关技术研究活动，优质种质资源保存和扩繁技术研发、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相

关机械研发，中药材基地 GAP建设等。
需符合《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77项）》等相关标准。

17 种植栽培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中药材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包括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特

色药源基地建设。

需符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林下中药材栽培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等标准。

18 产品加工

药材生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线，既有生产能

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包括改进加工工艺、药茶、药浴、药饮、药膳

等中医药保健养生产品开发、中兽药、生物农药、饲料添加剂等产品的开发、桃杏仁化妆品、食用油、药食同源

产品的开发、生产、中药材药用成分提取、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中药制剂生产等精深加工等。

需符合《宁夏中药材标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通则》（GB/T 33918）等标准。

19
其他草产

品

养殖

主要包括蜂蜜等其他草产品生态产品。人工饲养蜜蜂而取其产品包括蜂蜜、蜂王浆、蜂胶、花粉、蜂蜡、蜂

蛹及蜂毒等产品的繁育活动及相关辅助类养殖活动。包括蜂产业实验站建设、养殖合作社建设、设备改造升级等。

需符合《蜜蜂饲养管理技术规范》（GB/T 41227）、《中华蜜蜂种蜂王》（NY/T 1159）等标准。

20 产品加工

蜂蜜的商品化处理、酿造及加工等活动。包括生产工业园区建设、蜂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建设等。

需符合蜂蜜产品加工的相关标准。如：《蜜蜂产品生产管理规范》（GB/T 2152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蜂
蜜》（GB 14963）、《蜂王浆》（GB 9697）、《蜜蜂产品生产管理规范》（GB/T 2152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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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称 说明/条件

21

水产品

淡水水产

品

育种繁殖

主要包括淡水鱼类、蟹类、贝类等水生动物生态产品利用遗传学、生物学及现代生物技术等方法，选育出符

合特定需求的渔产品品种，将选育出的优良品种通过特定技术手段加以复制，扩大其种群数量的活动及相关辅助

类活动。包括鲤鱼、草鱼、斑点叉尾鲴、鲈鱼、鲟鳇鱼等品种的渔场建设、南美白对虾、河蟹等其他渔产品的种

苗育种培育基地建设等。

需符合《池塘常规培育鱼苗鱼种技术规范》（SC/T 1008）、《养殖鱼类种质检验》（GB/T 18654）、《淡
水鱼苗种池塘常规培育技术规范》（SC/T 1008）等标准。

22 饲养

与对渔产品生长过程中进行的管理和照料，以满足其生长、发育和繁殖所需的食物、环境和护理的全链条相

关的建设活动。包括养殖基地建设、池塘网箱养殖场建设、河蟹苗种本地化养殖基地建设、集中连片养殖池塘改

造升级、稻渔生态综合种养基础设施建设、工厂化养殖和设施温棚建设等。

需符合《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无公害农产品淡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NY/T 5361）、《无公
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NY/T 5051）等标准

23 疫病防治

为防止、控制和消除渔产品饲养过程中疾病的传播与发生，采取的各类管理、预防和治疗活动及辅助活动。

包括无规定水生动物疫病苗种厂建设等。

需符合《水生动物产地检疫采样技术规范》（SC/T 7103）、《水生动物疫病风险评估通则》（SC/T 9401）
等标准。

24 产品加工

渔产品生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线，既有生产

能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包括建设水产品加工、储存设施，建设预制

菜加工交易配送中心，水产品初加工、冷藏保鲜等现代设施渔业装备建设等。

需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GB 10136）、《咸鱼》（SC/T 3018）、《冻罗非鱼片》（SC/T
3029）等标准。

25

其他水产

品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藻类、水生蔬菜、水生花卉、苗种等其他水产品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

息化其他植物类水产品的育种育苗活动。包括水生花卉引进、苗种培育基地建设等活动。

需符合《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评价规范水生蔬菜》（NY/T 1613）等标准。

26 种植栽培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其他植物类水产品的设施建设活动。包括水生基地建设等。

需符合《无公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NY 5051）、《无公害食品水生蔬菜产地环境条件》（NY 5331）、
《绿色食品水生蔬菜生产技术规程》（NY/T 1324）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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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沙产品

中草药材

和其他沙

地干果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肉苁蓉、锁阳、罗布麻、沙棘等中草药材和其他沙地干果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

约化、信息化沙地中草药材和干果品类的育种育苗活动。包括沙棘杂交育种技术引进、实生选种等活动。

需符合《育苗技术规程》（GB/T 6001）等标准。

28 种植栽培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中草药材和干果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包括沙棘栽培基地建

设等。

需符合《肉苁蓉培育技术规程》（GB/T 41628）、《锁阳种植技术规范》（T/TFHTZ036）等标准。

29 产品加工

中草药材和干果品类生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

线，既有生产能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包括沙棘的清洗、分选、包装

生产线建设等。

需符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等标准。

30

农产品
蔬菜及食

用菌

育种育苗

包括菠菜、莲藕、平菇、黄花菜、菜心、辣椒等冷凉蔬菜及食用菌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

约化、信息化蔬菜品类的育种育苗活动。包括优良品种引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等活动，如宁夏菜心育种工作站

建设等活动。

需符合《农作物品种试验规范蔬菜》（NY/T 3926）、《蔬菜穴盘育苗通则》（NY/T2119）、《茄果类蔬菜
嫁接育苗技术规程》（NY/T3931）、《蔬菜育苗基质》（NY/T 2118）、《瓜菜作物种子》（GB 16715）等标准。

31 种植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蔬菜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包括高标准农田、冷凉蔬菜生产

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地理标志农产品核心生产基地、生态农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化示范基地、绿色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如冷凉蔬菜品类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高效温室大棚

建设及改造等活动。

需符合《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391）、《日光温室质量评价技术规范》（NY/T 610）、《日光
温室效能评价规范》（NY/T 1553）、《日光温室棚膜光阻隔率技术要求》（NY/T 2416）、《蔬菜集约化育苗场
建设标准》（NY/T 2442）、《连栋温室建设标准》（NY/T 2970）、《日光温室建设标准》（NY/T 3024）、《高
山蔬菜越夏生产技术规程》（NY/T 3844）、《设施蔬菜施肥量控制技术指南》（NY/T 3832）、《设施蔬菜水肥
一体化技术规范》（NY/T 3696）、《设施蔬菜灌溉施肥技术通则》（NY/T 3244）、《宁夏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
区设施蔬菜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程》（DB64/T 714）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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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蔬菜加工

蔬菜品类生态产品生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线，

既有生产能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如：建设冷凉蔬菜品类绿色食品标

准化生产基地、建设绿色食品加工园区、建设绿色食品加工产线等活动。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速冻水果和速冻蔬菜生产管理规范》（GB/T
31273）、《蔬菜安全生产关键控制技术规程》（NY/T 1654）、《绿色食品茄果类蔬菜》（NY/T 655）、《绿色
食品绿叶类蔬菜》（NY/T 743）、《绿色食品葱蒜类蔬菜》（NY/T 744）、《绿色食品根菜类蔬菜》（NY/T 745）
等标准。

33 资源利用

蔬菜品类的农副产品产生的残余物和废弃物经过科学技术加工后的综合利用活动。包括稻壳、麦壳、秸秆、

玉米芯以及各种果壳等残余物和废弃物的收集、再次加工等活动。如：制造农副产品饲料、推广应用“三个零”种
植技术、使用蚯蚓生物肥、秸秆生物反应堆、生物菌肥、绿色生产新技术的再生资源的收集、分拣、储存、运输

及信息化管理等活动。

需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资源综合利用管理办法》、《设施蔬菜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规程》（DB64/T 972）、
《有机肥料》（NY525）等标准。

34

粮食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稻谷、小麦、玉米、马铃薯、小杂粮、胡麻等粮食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

信息化粮食作物的育种育苗活动。包括优良品种引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等活动，如建设种薯繁育基地，建设马

铃薯脱毒快繁中心、开展马铃薯品种结构多样化研究，主食开发型种薯研发活动。

需符合《马铃薯种薯》（GB 18133）、《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技术规程》（NY/T 4017）等标准。

35 种植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粮食作物的设施建设活动。如高标准农田。

需符合《马铃薯起垄覆膜集雨垄沟栽培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马铃薯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程》（NY/T
2933）等标准。

36 加工

粮食生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线，既有生产能

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如：马铃薯加工集散基地建设、马铃薯生粉加

工技术提升、马铃薯加工技术引进、智能化马铃薯冷冻产品生产线建设等活动。

需符合《大米》（GB/T 1354）、《小麦粉》（GB/T 1355）、《绿色食品玉米及玉米粉》（NY/T 418）、《加
工用马铃薯油炸》（NY/T 1605）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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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草药材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枸杞、菟丝子、黄芪、板蓝根等。中草药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

植中药材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及育种育苗辅助类活动。包括重点中药材品种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中药材种质

资源圃、建立种子种苗研发、基地建设、贮存、检测、销售为一体的中药材种子种苗产业园。如：良种选育活动、

提纯复壮、生物育种等相关技术研究活动，优质种质资源保存和扩繁技术研发、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相关机械研

发，中药材基地 GAP建设等。
需符合《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77 项）》等相关标准。

38 种植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中药材品类的设施建设活动。包括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特

色药源基地建设。

需符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等标准。

39 加工

药材生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线，既有生产能

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包括改进加工工艺、药茶、药浴、药饮、药膳

等中医药保健养生产品开发、中兽药、生物农药、饲料添加剂等产品的开发、桃杏仁化妆品、食用油、药食同源

产品的开发、生产、中药材药用成分提取、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中药制剂生产等精深加工等。

需符合《宁夏中药材标准》、《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通则》（GB/T 33918）等标准。

40

水果与其

他农产品

育种育苗

主要包括枣、葡萄、桃、油料、棉麻、糖料、花卉等水果与其他农产品生态产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

集约化、信息化水果与其他农产品品类的育种育苗活动。包括引进适合宁夏种植环境的新品种，研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品种，苗木基地建设等活动。

需符合《农作物种质资源鉴定技术规程 葡萄》（NY/T 1322）、《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评价规范葡萄》（NY/T
2023）、《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葡萄》（NY/T 2563）等标准。

41 种植

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种植水果与其他农产品的设施建设活动。包括酿酒葡萄基地、葡

萄酒庄园建设、升级改造等。

需符合《红寺堡区酿酒葡萄建园技术规程》（DB64/T 1217）、《贺兰山东麓产区葡萄园建园技术规程》（DB64/T
1708）、《宁夏酿酒葡萄栽培技术规程》（DB64/T 204）、《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 394）、《贺兰
山东麓酿酒葡萄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DB64/T 1022）、《宁夏酿酒葡萄滴灌种植技术规程》（DB64/T 1293）、
《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调亏灌溉技术规程》（DB64/T 1812）、《酿酒葡萄干红原料采收技术规程》（DB64/T 1214）、
《酿酒葡萄》（T/CBJ 4101）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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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品加工

包括水果与其他农产品的采摘、破碎、压榨、发酵、陈年和装瓶等活动及辅助生产的相关设施建设。如葡萄

酒酿造所需物料设施的技术引进活动，酵母、酒瓶、酒标、酒塞、橡木桶、包装箱等。也包括酒庄基地一体化建

设、经营活动。如共享酒庄、酒庄联合体的建设与经营活动。

需符合《有机葡萄酒加工技术规范》（RB/T 167）、《贺兰山东麓酒庄葡萄酒生产规范》（DB64/T 1000）、
《宁夏贺兰山东麓干红葡萄酒酿造技术规范》（DB64/T 1704）、《贺兰山东麓产区干白葡萄酒酿造技术规程》
（DB64/T 1707）、《包装容器葡萄酒瓶》（BB/T 0018）、《酒类及其他食品包装用软木塞》（GB/T 23778）、
《木桶》（T/CBJ 4102）等标准。

43 资源利用

水果与其他农产品生产后产生的残余物和废弃物经过科学技术加工后的综合利用活动。包括果皮、树枝、藤

蔓、其他辅助品等残余物和废弃物的收集、再次加工等活动。包括葡萄藤装修装饰材料生产，废旧橡木桶回收利

用，葡萄籽的精深加工及回收利用、葡萄籽、葡萄皮中有价值成分提取等活动。

44

牧产品 奶产品

育种繁殖

利用遗传学、生物学及现代生物技术等方法，选育出符合特定需求的优良奶牛品种，将选育出的优良品种通

过特定技术手段加以复制，扩大其种群数量的活动及相关辅助类活动。包括国际优质种质资源引进、优质性控冻

精和性控胚胎技术推广、奶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良种选育、高效繁殖技术推广等。

需符合《牛胚胎生产技术规程》（GB/T 26938）、《牛冷冻精液包装、标签、贮存和运输》（GB/T 30396）、
《牛性控冷冻精液》（GB/T 31582）、《畜禽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规程》（GB/T 40184）、《畜禽分子标记辅助
育种技术规程》（GB/T 40188）、《种畜禽性能测定中心建设标准 奶牛》（NY/T 2443）、《种牛场建设标准》
（NY/T 2967）。

45 饲养

对奶牛进行管理和照料，以满足其生长、发育和繁殖所需的食物、环境和护理的全链条相关的建设活动。包

括奶源基地建设及升级改造、智慧牧场建设、饲草品种选育、饲草基地建设、配套建设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等。

需符合《标准化奶牛场建设规范》（NY/T 1567）、《标准化养殖场奶牛》（NY/T 2662）、《饲料卫生标准》
（GB 13078）、《青贮玉米品质分级》（GB/T 25882）《奶牛用精饲料》（NY/T 1245）、《饲草产品质量安全
生产技术规范》（NY/T 1904）、《饲草青贮技术规程玉米》（NY/T 2696）。

46 产品加工

牛奶及奶制品的商品化处理、初（粗）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活动，包括新建生产线，既有生产

能力的扩建、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升等。如：高端乳制品生产线建设，低温乳制品、

奶酪、黄油等精深加工乳制品生产线建设。

需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乳制品良好生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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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GB 12693）、《生鲜牛乳质量管理规范》（NY/T 117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干酪》（GB 5420）、《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乳》（GB 1930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巴氏杀菌乳》（GB 19645）、《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GB 1964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调制乳》（GB 25192）。

47 资源利用

牛奶及奶制品生产后产生的残余物和废弃物经过科学技术加工后的综合利用活动。包括粪便、其他辅助品、

残余物和废弃物的收集、再次加工等活动。如：粪污资源化利用、淘汰奶牛屠宰后加工等。

需符合《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 3442）、《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GB 7959）、《畜禽粪便无害
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

48

肉牛

繁殖育种

利用遗传学、生物学及现代生物技术等方法，选育出符合特定需求的优良肉牛品种，将选育出的优良品种通

过特定技术手段加以复制，扩大其种群数量的活动及相关辅助类活动。包括肉牛繁育基地建设等活动。如：西门

塔尔牛品种改良、安格斯牛繁育基地建设、固原黄牛繁育基地建设等活动。

需符合《畜禽细胞体外培养与冷冻保存技术规程》（GB/T 24863）、《牛胚胎生产技术规程》（GB/T 26938）、
《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技术规范第 3 部分：牛》（GB/T 27534.3）、《畜禽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规程》（GB/T 40184）、
《畜禽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规程》（GB/T 40188）、《牛人工授精技术规程》（NY/T 1335）、《肉牛生产性
能测定技术规范》（NY/T 2660）、《家畜遗传资源保种场保种技术规范 第 3部分：牛》（NY/T 3452）。

49 饲养

对肉牛进行管理和照料，以满足其生长、发育和繁殖所需的食物、环境和护理的全链条相关的建设活动。包

括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养殖机械设备，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养殖场升级改造和标准化建设，发展规模养殖，加强

生产主体管理、养殖过程管控、饲料兽药监测监管，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

需符合《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NY/T 682）《标准化养殖场 肉牛》（NY/T 2663）、《种牛场建设标
准》（W/T 2967）、《家畜资源保护区建设标准》（NY/T 2971）。

50 屠宰加工

对肉牛进行宰杀，以及鲜肉分割、冷冻等保鲜活动及相关辅助活动。包括牛肉加工工厂建设、现代冷鲜加工

工艺、设备引进等。

需符合《牛羊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GB 18393）、《畜禽屠宰操作规程》（GB/T 19477）、《畜禽屠宰
HACCP 应用规范》（GB/T 20551）、《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GB/T 20575）、《牛胴体及鲜肉分割》
（GB/T 27643）、《畜禽屠宰加工设备牛屠宰成套设备技术条件》（GB/T 40469）、《牛羊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
规范》（GB 51225）、《家畜屠宰质量管理规范》（NY/T 1341）、《畜禽血液收集技术规范》（NY/T 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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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称 说明/条件

51

滩羊

繁殖育种

利用遗传学、生物学及现代生物技术等方法，选育出符合特定需求的优良滩羊品种，将选育出的优良品种通

过特定技术手段加以复制，扩大其种群数量的活动及相关辅助类活动。包括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滩羊种选育和新

品系选育活动，优质滩羊扩繁和提纯复壮活动，滩羊基因鉴定技术研究活动等。

需符合《种羊场建设标准》（NY/T 2169）、《羊良种繁育场管理技术规范》（DB64/T 1473）、《滩羊》（GB/T
2033）、《畜禽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规程》（GB/T 40184）、《畜禽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规程》（GB/T 40188）、
《畜禽细胞体外培养与冷冻保存技术规程》（GB/T 24863）、《山羊冷冻精液》（GB 20557）、《畜禽遗传资源
调查技术规范第 4部分：绵羊》（GB/T 27534.4）、《家畜遗传资源保种场保种技术规范第四部分：绵羊、山羊》
（NY/T 3453）、《绵、山羊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NY/T 1236）、《羊胚胎移植技术规程》（NY/T 1571）。

52 饲养

对滩羊进行管理和照料，以满足其生长、发育和繁殖所需的食物、环境和护理的全链条相关的建设活动。包

括现代产业园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建设、养殖场基础设施条件升级改造、混播饲草地补播改良试验示范活动等。

需符合《标准化养殖场 肉羊》（NY/T 2665）、《标准化羊场建设规范》（DB64/T 749）、《饲料卫生标准》
（GB 13078）、《饲草营养品质评定 GI 法》（GB/T 23387）、《青贮玉米品质分级》（GB/T 25882）、《苜蓿
干草捆质量》（NY/T 1170）、《饲草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规范》（NY/T 1904）、《饲草青贮技术规程玉米》
（NY/T 2696）、《饲草青贮技术规程紫花首》（NY/T 2697）、《羔羊代乳料》（NY/T 2999）、《良好农业规
范 第 7部分：牛羊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GB/T 20014.7）、《肉用家畜饲养 HACCP管理技术规范》（NY/T 1336）、
《舍饲肉羊饲养管理技术规范》（NY/T 3052）、《肉羊营养需要量》（NY/T 816）。

53 屠宰加工

对滩羊进行宰杀，以及鲜肉分割、冷冻等保鲜活动及相关辅助活动。包括滩羊加工工厂建设、现代冷鲜加工

工艺、设备引进等活动。

需符合《牛羊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GB 18393）、《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GB/T 20575）、《畜
禽屠宰 HACCP 应用规范》（GB/T 20551）、《牛羊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GB 51225）、《羊胴体及鲜
肉分割》（GB/T 39918）、《畜禽屠宰加工设备羊屠宰成套设备技术条件》（GB/T 40471）、《畜禽血液收集技
术规范》（NY/T 3471）、《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羊》（NY/T 1341）、《羊肉分割技术规范》（NY/T 1564）等标
准，产品质量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畜、禽产品》（GB2707）、《绿色食品畜禽肉制品》（NY/T 843）、
《绿色食品畜肉》（NY/T 2799）。

54 资源利用

滩羊产品生产后产生的残余物和废弃物经过科学技术加工后的综合利用活动。包括利用羊血生产饲料，提取

羊胎素生产高端面膜，粪便与饲草秸秆堆肥用于饲草生产及外销活动。

需符合《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畜禽粪污处理厂建设标准》（NY/T 3023）、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 3442）、《可持续水管理评价要求》（GB/T 3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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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称 说明/条件

55

能源

光伏

设施建设

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热发电和太阳能热利用等设施建设和运营。如：“绿电园区”配套光伏建设。
需符合《光伏发电站安全规程》、（GB/T 35761）、《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GB/T 30152）

等标准。

56 发电运营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发展智能化电力管理、运行、维护等后市场服务。

需符合《光伏发电站运行规程》（DB64/T 877）、《光伏发电站检修规程》（DB64/T 876）等标准。

57

风电

设施建设

陆上利用风能发电的设施建设和运营。如：建设“绿电园区”配套风电建设。
需符合《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第 1 部分：陆上风电》（GB/T 19963.1）、《陆上风电场工程风电

机组基础施工规范》（NB/T 10906）等标准。

58 发电运营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发展智能化电力管理、运行、维护等后市场服务。

需符合《风电场受限电量评估导则》（GB/T 40603）、《风电场运行风险管理规程》（NB/T 10640）等标准。

59

生物质能

设施建设
利用生物质能发电、发热的设施建设和运营。如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

需符合《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GB/T 33592）。

60
发电、供热运

营

包括发展中小型生物质锅炉项目，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生物质锅炉供暖等清洁供

暖。

需符合《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运行指标评价规范》（NB/T 34024）、《城镇供热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T
88）等标准。

61

储能

设施建设

包括国家、自治区相关发展规划中明确的储能设施建设活动。包括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物理储能相关

的设施建设活动。如：新型储能电站、共享储能电站、抽水蓄能电站、制氢配套储能、新能源储能电站、电化学

储能电站等相关的建设活动。

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地区电网发展规划的要求、不同类型的储能设施建设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62 运营

包括国家、自治区相关发展规划中明确的储能设施运营活动。包括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物理储能相关

的设施运营活动。如：新型储能电站、共享储能电站、抽水蓄能电站、制氢配套储能、新能源储能电站、电化学

储能电站等相关的运营活动。

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地区电网发展规划的要求、不同类型的储能设备运营应当遵守国家相应的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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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
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

称
说明/条件

63

文旅资

源综合

开发利

用

自 然 资

源 开 发

利用

地 文 景

观

在不破坏地表植被、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依托自然景观、地质与构造形迹、地表形态、自然标

记与自然现象的自然景观资源开展景观开发及景观的游览观光、休闲体验、文化体育、健康养生等设施建设，以

及符合《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GB/T 26362）、《中国森林认证森林经营》（GB/T 28951）、
《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指南》（GB/T 41011）、《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程》（GB/T 20416）等国家标
准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智慧旅游景区建设指南》《宁夏回族自治区智慧旅游景区建设评分细则》等地方相关标准

的规范及要求。

依托地文景观资源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以保护补偿为目的的开发建设，如国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地、地质

公园、山地公园和荒漠公园等建设和运营，以及在允许的区域内符合《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GB/T 28951）、
《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生态环境服务 自然保护区》（LY/T 2239）、《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公园生态环境服务》（LY/T
2277）、《中国森林认证 野生动物饲养管理》（LY/T 2279）、《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标
准要求的经营活动。

资源列举：与自治区知名景区具备类似潜力的其他资源。如宁夏二十一景－火石丹霞、沙坡鸣钟等。

64
水 域 景

观

在不破坏地表植被、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依托河系、湖沼、地下水、冰雪地的自然景观资源开

展景观开发及景观的游览观光、休闲体验、文化体育、健康养生等设施建设，以及符合《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

设与运营规范》（GB/T 26362）、《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GB/T 28951）、《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指南》
（GB/T 41011）、《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程》（GB/T 20416）等国家标准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智慧旅
游景区建设指南》、《宁夏回族自治区智慧旅游景区建设评分细则》等地方相关标准要求的经营活动。

依托水域景观资源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以保护补偿为目的的开发建设，如国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地、河畔

公园、湖畔公园、湿地公园和生态公园等建设和运营，以及在允许的区域内符合《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GB/T
28951）、《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生态环境服务 自然保护区》（LY/T 2239）、《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公园生态环境

服务》（LY/T 2277）、《中国森林认证 野生动物饲养管理》（LY/T 2279）、《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等相关标准要求的经营活动。

资源列举：与自治区知名景区具备类似潜力的其他资源。如宁夏二十一景一鸣翠湿地、千年灌渠、沙坡鸣钟、

黄沙古渡、沙湖鸟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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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

称
说明/条件

65
生物景

观

在不破坏地表植被、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依托植被景观、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自然景观资源开展

景观开发及景观的游览观光、休闲体验、文化体育、健康养生等设施建设，以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GB/T 26362）》、
《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GB/T 28951）、《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指南 GB/T 41011》、《自然保护区生态旅
游规划技术规程 GB/T 20416》等国家标准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智慧旅游景区建设指南》、《宁夏回族自治区智慧
旅游景区建设评分细则》等地方相关标准要求的经营活动。

依托生物景观资源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以保护补偿为目的的开发建设如国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地、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和荒漠公园、动植物保护园区等建设和运营，以及在允许的区域内符合《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经营》

（GB/T 28951）、《中国森林认证森林生态环境服务 自然保护区》（LY/T 2239）、《中国森林认证 森林公园生

态环境服务》（LY/T 2277）、《中国森林认证 野生动物饲养管理》（LY/T 2279）、《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标准要求的经营活动。

资源列举：与自治区知名景区具备类似潜力的其他资源。如宁夏二十一景一鸣翠湿地、千年灌渠、沙湖鸟国

等。

66
天象与

气候景

观

在不破坏地表植被、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依托天象景观、天气与气候现象的自然景观资源开展

景观开发及景观的游览观光、休闲体验、会议活动等设施建设，以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GB/T 26362）》、《中国森林
认证森林经营》（GB/T 28951）、《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指南 GB/T 41011》、《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
程 GB/T 20416》等国家标准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智慧旅游景区建设指南》、《宁夏回族自治区智慧旅游景区建设
评分细则》等地方相关标准要求的经营活动。

资源列举：与自治区知名景区具备类似潜力的其他资源。如宁夏二十一景－大漠星空等。

67
人文景

观开发

利用

建筑与

设施

包括人文景观综合体、实用建筑与核心设施、景观建筑与小品建筑、生态修复景观的开发、建设活动。依据

国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旅办发〔2012〕166号）、《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 17775）、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50298）、《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 48等相关规范、标准设计建设的建筑
与设施。

资源列举：与自治区知名景区具备类似潜力的其他资源。如宁夏二十一景-须弥石窟、固原梯田、西部影城、
宁夏酒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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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

称
说明/条件

68
历 史 遗

迹

以物质类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的保护、开发、建设、运营等活动。依据国家《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管理办法》（旅办发〔2012〕166号）、《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 17775)、《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
（GB/T 50298）、《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可移动文物保
护修复室规范化建设与仪器装备基本要求》等相关规范、标准设计建设的建筑、设施及相关场所、4A级及以上
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活动、赛事、大会的运营活动。

资源列举：与自治区知名景区具备类似潜力的其他资源。如宁夏二十一景－水洞遗址、远古岩画、六朝长城、

丝路古道、西夏陵、科创宁东、红色六盘、闽宁新貌等。

69
综 合 体

验 开 发

利用

综 合 旅

游

指依托自治区沿黄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核心区、黄河文化旅游带、贺兰山文化旅游带、沙湖文化旅游片区、沙

坡头文化旅游片区、六盘山文化旅游片区等区域的文化和旅游要素开展的生态旅游、工业旅游、乡村旅游、红色

旅游、文化休闲体验、生态运动康养、避暑度假、长城丝路文化体验游、科普教育游等相关的景观开发、建设及

景观配套设施建设和改造等活动。需符合国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旅办发〔2012〕166号）、《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 17775)、《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
评价》（GB/T 18972）、《旅游规划通则》（GB/T 18971）、《旅游景区服务指南》（GB/T 26355）等相关标准
要求的规范及要求。

资源列举：与自治区综合类旅游产品具备类似潜力的其他资源。如金沙鸣钟滑沙、越野文化旅游等。

70
文旅产品开发与

运营

自 然 旅

游 开 发

与运营

自然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运营包括利用自然风景旅游资源，以自然风景旅游区为主要空间，用环境友好的方式，

依据国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旅办发〔2012〕166号）、《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 17775）、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旅游规划通
则》（GB/T 18971）、《旅游景区服务指南》（GB/T 26355）；自治区《宁夏“六优”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第
1部分：文化旅游》（DB/T 1831.1）等相关规范、标准开展的面向旅游者提供的各类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及运
营活动。

资源列举：与自治区知名景区具备类似潜力的其他资源。如黄河文化、星星故乡、长城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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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

称
说明/条件

71
人文旅

游开发

与运营

人文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运营包括利用人类创造的、反映各时代、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民情状

况且具有旅游功能的事物和因素，以人文旅游区为主要空间，用环境友好的方式，依据国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管理办法》（旅办发〔2012〕166号）、《《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 17775)、《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
（GB/T 50298）、《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可移动文物保护
修复室规范化建设与仪器装备基本要求》，自治区《宁夏“六优”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第 1部分：文化旅游》
DB/T 1831.1等相关规范、标准开展的面向旅游者提供的各类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及运营活动。人文旅游包括
古迹与建筑类、休闲求知健身类（包括科教文化设施、疗养和福利设施、动物园、植物园、公园、体育场馆、游

乐场所、节庆活动、文艺团体等）和购物类（包括市场与购物中心、著名店铺、地方产品等）。

资源列举：与自治区知名景区具备类似潜力的其他资源。如黄河文化、红色主题、酒庄休闲等。

72
综合旅

游开发

与运营

综合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运营主要包括以自治区沿黄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核心区、黄河文化旅游带、贺兰山文化

旅游带、沙湖文化旅游片区、沙坡头文化旅游片区、六盘山文化旅游片区等区域的文化和旅游要素，用环境友好

的方式，依据国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旅办发〔2012〕166号）、《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
17775）、《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旅
游规划通则》（GB/T 18971）、《旅游景区服务指南》（GB/T 26355）；自治区《宁夏“六优”产业高质量发展标
准体系第 1部分：文化旅游》（DB/T 1831.1）等相关规范、标准开展的面向旅游者提供的各类物质产品和服务的
开发和运营活动。包括高等级户外运动场地设施建设，专业户外运动组织运营，户外运动配套服务体系建设等活

动。

资源列举：与自治区知名景区具备类似潜力的其他资源。如酒庄休闲、动感体验等。

73
旅游购

品开发

与运营

包括具有地区特色的旅游农业产品、旅游工业产品、旅游手工艺品等与旅游资源相关的衍生品的设计及品牌

运营活动。相关产品应符合自治区《宁夏“六优”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第 1部分：文化旅游》（DB/T 1831.1）
等相关规范、标准。

资源列举：如宁夏枸杞、宁夏红酒、宁夏八宝茶、宁夏滩羊、固原黄牛肉、调味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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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

称
说明/条件

74

文旅配套及衍生

产品

旅游住

宿

包括旅游饭店、度假饭店、商务会议饭店、精品饭店、社会饭店、乡村饭店、家庭饭店、公寓、汽车旅馆、

旅游房车营地等设施的建设及运营活动。相关设施、服务。应符合国家《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4308）、《旅游度假租赁公寓 基本要求》（GB/T 38547）、《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GB/T 39000），自治
区《旅游民宿评定标准》、《红色旅游服务规范》等相关规范、标准。主要建设范围应在自治区沿黄地区文化旅

游发展核心区、黄河文化旅游带、贺兰山文化旅游带、沙湖文化旅游片区、沙坡头文化旅游片区、六盘山文化旅

游片区等文化和旅游要素丰富的区域。

75
旅游车

船

包括在沿黄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核心区、黄河文化旅游带、贺兰山文化旅游带、沙湖文化旅游片区、沙坡头文

化旅游片区、六盘山文化旅游片区等区域的旅游汽车、旅游客车、观光巴士、旅游船舶的运营和自驾车设施、旅

游船设施、旅游区道路、港站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及运营活动。应符合国家《旅游客车设施与服务规范》（GB/T
26359）、《游览船服务质量要求》（GB/T 26365）、《汽车租赁服务规范》（GB/T 29911）、《风景旅游道路
及其游憩服务设施要求》（LB/T 025）等相关规范、标准。

76
旅游餐

饮

包括旅游区内旅游饭店、农家乐等设施的建设及运营活动，包括自治区“名菜”“名小吃”“名饮”“名厨”“名店”
及“美食名镇”“美食名村”的品牌建设及运营。应符合国家《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4308）、《餐
饮企业质量管理规范》（GB/T 933497）、《绿色餐饮经营与管理》（GB/T 40042）、《农家乐设施与服务规范》
（NY/T 2858）、《农家乐经营服务规范》（SB/T 10421）等相关规范、标准，且达到最高级及次高级标准的旅游
餐饮。相关餐饮设施的主要建设和运营范围应在自治区沿黄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核心区、黄河文化旅游带、贺兰山

文化旅游带、沙湖文化旅游片区、沙坡头文化旅游片区、六盘山文化旅游片区等文化和旅游要素丰富的区域。

资源列举：包括售卖大武口凉皮、黄渠桥羊羔肉、吴忠早茶、隆德暖锅、中宁蒿子面等地方美食和盐池滩羊、

固原马铃薯、泾源黄牛、固原黄牛肉、中宁枸杞等餐饮企业。

77
旅游购

物

包括旅游购物场所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国家《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GB/T 26356）、《旅游特色
街区服务质量要求》（LB/T 024）等相关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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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

称
说明/条件

78
文化娱

乐

包括创意设计、数字文化、影视动漫、演艺娱乐、工艺美术、文博会展等相关的服务设施的建设、旅游衍生

品开发、设计及运营活动，如宁夏戏曲振兴工程、文艺表演、公益演出、室内娱乐、旅游摄影、体育活动、赛事、

会议、展会等；及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命名的，文化企业集聚并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和服务体系，对区域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其中示范基地是指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命名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具有较强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在推动文化业态优化升级、促进文化产业融合与创新发展

等方面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区域集群。应符合国家《实景演出服务规范 第 1部分：导则》（GB/T32941.1）、《旅
游演艺服务与管理规范》（LB/T 045）、《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标准。

79
旅游信

息化

包括旅游信息咨询中心、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设施、旅游电子商务网站、旅游饭店管理信息系统、智慧旅游系

统等信息化的开发、建设及运营活动，应符合国家《旅游信息咨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GB/T 26354）、《城
市旅游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GB/T 31382）、《旅游饭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规范》（GB/T 26357）
等相关规范、标准。

3.经营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序号
产业类

别
项目名称 说明/条件

80

经营开

发和基

础设施

建设辅

助类

植物病虫害防治

对危害农作物及其产品的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的监测与预报、预防与控制、应急处置等防治活动及其

监督管理。包括有害生物普查、监测预报、植物检疫、疫情除治和防治基础设施建设。

需符合各类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和《农药合理使用准则》（GB/T 8321）等相关标准

81 动物疫病防治

为防止、控制和消除畜禽疾病的传播与发生，采取的各类管理、预防和治疗活动及辅助活动。包括畜牧业疫

病抗生素研发、生产、畜牧业专科医院建设、兽医培养等方面。

需符合《口蹄疫诊断技术》（GB/T 18935）、《小反刍兽疫诊断技术》（GB/T 27982）、《动物布鲁氏菌病
诊断技术》（GB/T 18646）、《动物衣原体病诊断技术》（NY/T 562）、《动物炭疽诊断技术》（NY/T 561）、
《家畜魏氏梭菌病诊断技术》（NY/T 3073）。

82 品牌建设与销售
依托自治区物质供给类-滩羊产品，为提升产品附加值、突出产品特色、特点开展的品牌建设、营销、销售活

动。包括建立销售网络、建立订单生产、冷链配送、定向销售的产销衔接渠道、品牌管理、宣传推介、市场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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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产品推介中心，宁夏绿色食品、生态产品宣传推介、宁夏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等活动。培育区域品牌

如“中卫硒砂瓜”“六盘山马铃薯”“西吉马铃薯”“固原淀粉”等自主品牌、创新品牌和驰名商标。
需符合《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GB/T 19630）、《品牌价值评价 农产品》（GB/T 31045）、

《区域品牌价值评价 地理标志产品》（GB/T 36678）、《品牌分类》（GB/T 36680）、《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
南》（GB/T 39904）、《品牌管理要求》（GB/T 39906）、《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技术规范》（QX/T 486）等标
准。

83 物流运输

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其新鲜度、减少损耗、延长保质期和确保品质，从温度、湿度、气体

成分控制，以及装卸、包装和物流等环节的优化等方面储存、流通、运输活动。包括收获后处理、包装标识、运

输、贮藏库（窖）准备，贮藏量和堆码、预贮、贮藏管理、冷链物流建设等活动。如引进先进冷链配送设备、冷

链运输设备购置、急冻设施建设等。

需符合《新鲜蔬菜贮藏与运输准则》（GB/T 26432）、《茄果类蔬菜贮藏保鲜技术规程》（NY/T 1203）、《易
腐食品冷藏链技术要求果蔬类》（SB/T 10728）、《供港蔬菜冷链物流操作规程》（DB64/T 1820）等标准。

4.咨询服务
序号 产业类别 项目名称 说明/条件

84
开发利用

技术产品

研发

开发利用技术

产品研发

包括本目录中所列的产业建设与运营活动所需的技术及产品研发。技术、产品需符合国家、地方相关标准规范

要求。

85
生态产品

认证推广

生态产品认证

推广

包括生态产品认证服务、相关服务平台建设、生态产品推广咨询服务等活动。认证标准需符合国家、地方相关

标准规范要求。

86
环境权益

生态产品

交易、开发

与管理服

务

碳交易

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碳排放配额注册登记及变更、碳金融、碳资产管理等方面的

咨询服务及相关服务平台建设活动。

87 用水权交易 包括用水权的收储交易和相关的技术咨询、交易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及相关服务平台建设、优化活动。

88 土地权交易 包括用地交易相关技术咨询、交易法律服务、信息管理等及相关服务平台建设活动。

89 排污权交易 包括排污权交易的法律服务、减排方案咨询与服务、金融服务、信息管理服务等及相关服务平台建设活动。

90 山林权
包括山林权交易方案设计、数据统计核算、交易技术咨询、交易法律服务、金融服务、信息管理服务等及相关

服务平台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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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可再生能源绿

色电力证书

包括可再生能源绿证和绿色电力交易的项目信息管理、交易技术咨询、交易法律咨询、金融服务等及相关服务

平台建设活动。

92 节能管理服务

包括节约用电、需求响应、绿色用电、电能替代、智能用电、有序用电等电力需求侧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及其融资咨询，能源管理体系建设与认证服务，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统开发与运行服务。其中，电力需求侧管理服务

需符合《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2023年版）》（发改运行规〔2023〕1283号）、《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年版）》
（发改运行规〔2023〕1261号）等国家、地方有关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要求，合同能源管理需符合《合同能源管理
技术通则》（GB/T 24915）、《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评价技术导则》（GB/T 40010）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能源管理
体系建设相关服务需符合《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GB/T 29456）等国
家、地方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93 节水管理服务
包括采用节水效益分享、节水效果保证、用水费用托管等形式开展的节水技术改造服务，以及合同节水管理服

务模式咨询、融资咨询、服务评价等。需符合《合同节水管理技术通则》（GB/ T34149）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94
生态系统碳汇

监测评估

包括国土调查、遥感监测、碳汇监测技术和模型开发、碳储量评估、生态系统碳汇认证标准和认证方法研究、

生态保护修复碳汇成效监管、生态保护修复补偿、生态系统碳汇价值评估、生态系统碳汇监管网络体系等”修改为“包
括国土调查、遥感监测、碳汇监测技术和模型开发、碳储量评估、生态系统碳汇认证标准和认证方法研究、生态保

护修复碳汇成效监管、生态保护修复补偿、生态系统碳汇价值评估、生态系统碳汇监管网络体系等。需符合《森林

生物量模型及碳计量参数-落叶松》（DB64/T 2102）、《主要树种立木生物量模型与碳计量参数》（GB/T 43648）
等相关标准、政策要求。

95

咨询监理

可再生能源咨

询勘察

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及其他绿色资源勘察服务活动，可再生能源等

绿色资源经济利用潜力评估等服务。

96

生态产品开发

利用产业项目

咨询和设计服

务

符合本目录所列产业建设或运营活动标准的生态产品开发利用产业项目的方案设计、技术论证、可行性研究、

招标采购代理、工程造价咨询、风险评估、尽职调查、绿色金融服务、施工图设计、软件系统开发等方面的咨询和

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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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生态产品开发

利用产业项目

施工监理与项

目管理咨询服

务

符合本目录所列产业建设或运营活动标准的生态产品开发利用产业项目的施工监理与项目管理咨询服务。

98
其他生态产品

开发利用产业

相关咨询服务

包括区域生态产品开发利用产业发展规划论证与编制，符合本目录所列产业建设或运营活动标准的项目可行性

研究、信息披露、投融资方案、绿色金融等咨询服务。



- 24 -

抄送：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6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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