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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推进奶业振兴。支持苜蓿

种植、收获、运输、加工和储存等，增

强苜蓿等优质饲草料供给能力，降低

奶牛饲养成本，提高生鲜乳质量安全

水平。支持家庭牧场、奶业合作社提

升生产能力和质量水平。

17.实施粮改饲。以北方农牧

交错带为重点，支持牛羊养殖场（户）

和饲草专业化服务组织收储青贮玉

米、苜蓿、燕麦草等优质饲草，通过以

养带种的方式加快推动种植结构调

整和现代饲草产业发展。

18.实施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

动。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和南方牛

（羊）产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养殖大县，

支持开展基础母牛扩群提质和种草

养牛养羊全产业链发展，引导增加基

础母牛存栏，建立牛羊生产草畜配

套、种养结合发展机制，提高牛羊肉

产品供给能力。

19.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

包括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牛羊调出大

县奖励和省级统筹奖励资金。生猪

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和牛羊调出大县

奖励资金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用于支持本县生猪（牛羊）生产流通

和产业发展，省级统筹奖励资金由省

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生猪（牛羊）生产流

通和产业发展。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畜牧业健康发展

粮食生产发展

1.农机购置补贴。各地在中央

财政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内

选取确定本省补贴机具品目，实行补

贴范围内机具应补尽补。将粮食生

产薄弱环节、丘陵山区特色农业生产

急需的机具以及高端、复式、智能农

机产品的补贴额测算比例提高至

35%。将育秧、烘干、标准化猪舍、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成套设施装备

纳入农机新产品补贴试点范围。全

面推行限时办理，将补贴申请受理与

核验、补贴资金兑付的工作时限分别

压缩至15个工作日以内。

2. 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

动。集成组装推广区域性、标准化高

产高效技术模式，在更大规模、更高

层次上提升优良食味稻米、优质专用

小麦、高油高蛋白大豆、双低双高油

菜等粮棉油糖果菜茶生产能力，同时

因地制宜推广测墒节灌、水肥一体

化、集雨补灌、蓄水保墒等旱作节水

农业技术，示范带动大面积区域性均

衡发展，促进粮食等农作物稳产高

产、节本增效和提质增效。

3.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支持

符合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

合作社、农业服务专业户和服务类企

业面向小农户开展社会化服务，重点

满足小农户在粮棉油糖等重要农产

品生产中关键和薄弱环节的专业化

服务需求。加大对南方早稻主产省、

丘陵地区发展统防统治、代耕代种代

收等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支持力

度。采取以奖代补、作业补贴等多种

方式，推进集中连片开展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

4.基层农技推广。以国家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和区域示范

基地等为平台，示范推广重大引领性

技术和农业主推技术。实施重大技

术协同推广任务，熟化一批先进技

术，组建技术团队开展试验示范和观

摩活动，加快产学研推多方协作的技

术集成创新推广。继续实施农技推

广特聘计划，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从乡土专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种养能手中招募特聘农技员。

5.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

贴和产粮大县奖励。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国家继续实施玉米和大豆生

产者补贴、稻谷补贴和产粮大县奖励

等政策，巩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效。

6.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为保障农民种粮有合理收益，保护好

农民种粮积极性，2021年中央财政对

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释放

支持粮食生产积极信号，稳定农民收

入，补贴资金向粮食主产区倾斜。

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

7.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补贴对

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

农民，补贴资金通过“一卡（折）通”

等形式直接兑现到户，严禁任何方

式统筹集中使用，严防“跑冒滴漏”，

确保补贴资金不折不扣发放到农民

手中。按照《财政部办公厅、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工作的通知》（财办农

〔2021〕11号）要求，探索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发放与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相

挂钩的有效机制，加大耕地使用情

况的核实力度，做到享受补贴农民

的耕地不撂荒、地力不下降，切实推

动落实“藏粮于地”战略部署，遏制

耕地“非农化”。

8.高标准农田建设。按照“统

一规划布局、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组

织实施、统一验收考核、统一上图入

库”五个统一的要求，2021年在全国

建设高标准农田1亿亩，并向粮食生

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倾斜。在建设内容上，按照《高标准

农田建设通则》，以土地平整、土壤

改良、农田水利、机耕道路、农田输

配电设备等为重点，推进耕地“宜机

化”改造，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9. 东北黑土地保护。聚焦黑

土地保护重点县，集中连片加强黑

土地保护，强化培育肥沃耕层，旱

地集中连片推进秸秆深翻还田、碎

混还田等技术，水田推行秸秆秋翻

压春搅浆还田等技术，增加耕地土

壤有机质、打破压实层，开展综合

提质培肥。继续稳步实施东北黑

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支持在

适 宜 区 域 推 广 应 用 秸 秆 覆 盖 免

（少）耕播种等关键技术，有效减轻

风蚀水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强

保墒抗旱能力、提高农业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

10.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在

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县协同

开展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引导企业

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科学施肥技

术服务，支持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应用化肥减量增效新技术新产

品；继续支持做好耕地质量等级调

查评价与监测、取土化验、田间肥效

试验等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性工作。

在耕地酸化、盐碱化较严重区域，集

成推广施用土壤调理剂、绿肥还田、

耕作压盐、增施有机肥等措施，开展

退化耕地治理。在西南、华南等地

区，因地制宜采取品种替代、水肥调

控、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等环境友

好型农业生产技术，加强生产障碍

耕地治理。

11.耕地轮作休耕。立足资源

禀赋、突出生态保护、实行综合治

理，进一步探索科学有效轮作模式，

重点在东北地区推行大豆薯类—玉

米、杂粮杂豆春小麦—玉米等轮作，

在黄淮海地区推行玉米—大豆或花

生—玉米等轮作，在长江流域推行

稻油、稻稻油等轮作。继续在河北

地下水漏斗区、黑龙江三江平原井

灌稻地下水超采区、新疆塔里木河

流域地下水超采区实施休耕试点。

12.农机深松整地。以提高土

壤蓄水保墒能力为目标，支持适宜

地区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促进

耕地质量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深松整地作业一般要求达到25厘米

以上。每亩作业补助原则上不超过

30 元，具体补助标准和作业周期由

各地因地制宜确定。

种业创新发展

13.种质资源保护。支持加快

推进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收集，启动实施第三次全国畜禽遗

传资源普查，强化种质资源安全保存

和精准鉴定。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

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

因库开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支持符

合条件的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种公

畜站、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等开展

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

14.畜牧良种推广。在主要草

原牧区省份对项目区内符合条件的

养殖户进行适当补助，支持牧区畜牧

良种推广。在生猪大县实施生猪良

种补贴，加快生猪品种改良。在黑龙

江等 10 个蜂业主产省，实施蜂业质

量提升行动，支持开展蜜蜂遗传资源

保护利用、良种繁育推广、现代化养

殖加工技术及设施推广应用、蜂产品

质量管控体系建设，推动蜂业全产业

链质量提升。

15.制种大县奖励。2021年，在

现有国家级制种大县范围内，聚焦

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等重点

粮油品种，聚焦种子生产、加工短板

弱项，创新基地建设和发展模式，推

动优势基地和龙头企业合作共建，

强化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应用，

促进种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发布2021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

咱农民能领哪些补贴或奖励，一起来看看（上）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发布2021

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围绕粮食生产发

展、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种业创新发展、

畜牧业健康发展、农业全产业链提升、新型

经营主体培育、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农业防

灾减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9个方面，提

出了35条具体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具

体内容有哪些？农民能得到哪些实惠？一

起来看看。

8 月 14 日，雨

后的淳安县枫树岭

镇 下 姜 村 清 新 如

画。近年来，在国

家强农惠农政策引

导下，下姜村加快

提升农业全产业链

发展水平，先后建

成了葡萄园、草莓

园、桃花园、茶叶

园、中药材园、竹笋

园等。如今的下姜

村，是一个四季瓜

果飘香、游人如织

的乡村旅游胜地。

汪建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