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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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35.农村改厕。支持实施农村厕所革

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政策，分类有序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充分发挥农民群众主体作

用，加强农村改厕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统

筹衔接，着力建立健全运行管护机制，切实

提高农村改厕质量，务求长效管用。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农业全产业链提升

20.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统筹中央财政产业融合发

展政策任务资金，引导各地聚焦主导产业，优化产业布

局，整体衔接推进，新创建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5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98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乡村产

业形态更高级、布局更优化、结构更合理。引导各省立足

优势和资源禀赋，瞄准农业全产业链开发，明确发展主导

产业和优先顺序，构建以产业强镇为基础、产业园为引

擎、产业集群为骨干，省县乡梯次布局、点线面协同推进

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培育和标准化生产，整体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中央财政分年分类对批准创建的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给予奖补支持。

鼓励创新资金使用方式，采取直接补助、政府购买服务、

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和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

参与建设，促进市场投资主体和农民合理分享增值收益，

提高产业发展的内在活力和竞争力。择优支持创建一批

粮食、种业、肉牛产业园和产业集群。

21.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坚持“农有、农

用、农享”的原则，围绕鲜活农产品，聚焦新型主体，相对

集中布局，标准规范引领，农民自愿自建，政府以奖代补，

助力降损增效，推动产地冷藏保鲜能力、商品化处理能力

和服务带动能力显著提升。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

方式，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建设，并择优选择100个县开展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整

县推进试点。支持对象为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832个脱贫县可不受示范等级限制），以

及已登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试点县可因地制宜鼓励农

业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及可有效实现联农带

农、“农超对接”的相关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建设。补助采取“双限”，补贴比例上限不超

过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总造价的30%（832个脱贫县放宽至

40%），单个主体补助原则上不超过100万元，具体定额补

贴标准由地方制定。对农民合作社获得的财政直接补助

形成的资产要量化到全体成员并记载在成员账户中；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资产要量

化为集体成员持有的股份。

22.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围绕产品特色化、身份

标识化和全程数字化，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种质保

存和特色品质保持，推动全产业链标准化全程质量控制，

提升核心保护区生产及加工储运能力。挖掘农耕文化，

推动绿色有机认证，加强宣传推介，培育区域特色品牌。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标志管理和产品追溯。

23.高素质农民培育。重点面向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

农民，实施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能力提升、种养加能手

技能、返乡下乡者创业、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发展带头人

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等培训，加快培养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鼓励有经验、有条件的农业

企业、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参与实习实训等培训工作。

2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支持县级以上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联合社）和示范家庭农场改善生产条

件，应用先进技术，提升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集约化

生产能力，建设清选包装、烘干等产地初加工设施，提高

产品质量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鼓励各地为农民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提供财务管理、技术指导等服务。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形成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25.农业信贷担保服务。重点服务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微农业企业等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主体。服务范围限定为农业生产及与其直接相

关的产业融合项目，突出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的支

持。中央财政对政策性农担业务实行担保费用补助和业

务奖补，支持省级农担公司降低担保费用和应对代偿风

险，确保政策性农担业务贷款主体实际负担的担保费率

不超过0.8%。

新型经营主体培育

26.草原生态保护。在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3省（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北大荒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补奖资金

用于支持实施草原禁牧、推动草畜平衡，有条件的地方可

用于推动生产转型，提高草原畜牧业现代化水平。

27.渔业发展。聚焦渔业资源养护、纳入国家规划

的重点项目以及促进渔业安全生产等方面，重点支持建

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渔业装备设施，以及国家级渔港

经济区公益性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和整治维护，开展集中

连片内陆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实施渔业资

源调查养护和国际履约能力提升奖补等。支持实施渔业

资源养护，继续在流域性大江大湖、界江界河、资源退化

严重海域等重点水域开展渔业增殖放流，促进恢复或增

加渔业种群的数量，改善和优化水域的渔业种群结构。

28.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开展长江禁捕退

捕财政补助资金监督检查，推动资金落实到位、安全规范

有效使用。强化长江禁捕退捕资金落实情况定期调度，

督促指导地方做好资金保障等相关工作，巩固长江禁捕

退捕取得成果。

29.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在畜牧养殖大省、粮

食和蔬菜主产区、生态保护重点区域，选择基础条件好、

地方政府积极性高的县（市、区），整县开展粪肥就地消

纳、就近还田补奖试点，扶持一批企业（畜禽养殖企业除

外）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粪肥收集、处理、施用服务，以

县为单位构建粪肥还田组织运行模式，带动县域内粪污

基本还田，推动化肥减量，促进耕地质量提升和农业绿色

发展。

30.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整县

推进，坚持农用优先、多元利用，培育一批产业化利用主

体，打造一批全量利用样板县。激发秸秆还田、离田、加

工利用等各环节市场主体活力，探索可推广、可持续的秸

秆综合利用技术路线、模式和机制。

31.地膜回收利用。在内蒙古、甘肃和新疆支持100

个县整县推进废旧地膜回收利用，鼓励其他地区自主开展

探索。支持建立健全废旧地膜回收加工体系，建立经营主

体上交、专业化组织回收、加工企业回收、以旧换新等多种

方式的回收利用机制，并探索“谁生产、谁回收”的地膜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支持有条件地区集中开展适宜作物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替代和新疆棉区机械化回收农膜。

32.农业生产救灾。中央财政对各地

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及农业生物灾害的预防

控制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给予适当补助。

支持范围包括农业重大自然灾害预防及农

业生物灾害防控所需的物资材料补助，恢

复农业生产措施所需的物资材料补助，牧

区抗灾保畜所需的储草棚（库）、牲畜暖棚

和应急调运饲草料补助等。

33.动物疫病防控。中央财政对动物

疫病强制免疫、强制扑杀和养殖环节无害

化处理工作给予补助。强制免疫补助经费

主要用于开展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

反刍兽疫、布病、包虫病等动物强制免疫疫

苗（驱虫药物）采购、储存、注射（投喂）以及

免疫效果监测评价、人员防护等相关防控

工作，以及对实施和购买动物防疫服务等

予以补助；大力推进强制免疫“先打后

补”。国家在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过

程中，对被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给予补

助，补助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

承担。国家对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予以支持，由各地根据有关要求，结合当地

实际，完善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切实做好

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工作。

34. 农业保险。在地方财政自主开

展、自愿承担一定补贴比例基础上，中央

财政对稻谷、小麦、玉米、棉花、马铃薯、油

料作物、糖料作物、能繁母猪、奶牛、育肥

猪、森林、青稞、牦牛、藏系羊和天然橡胶，

以及稻谷、小麦、玉米制种保险给予保费

补贴支持。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继续开

展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奖补试点。

农业资源保护利用

农业防灾减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8月26日，温岭市东浦新塘箬横雪莉家庭农场员工在投放对虾饲料。从2018年开始，该农场在强农惠农政策支

持下，在台州市率先开展大棚帆布池集约养殖南美白对虾，建成温室钢架大棚帆布池135只，面积4860平方米，并安

装增氧、监测、排污、沉淀净化等配套设施，一年放养两茬南美白对虾，年亩产对虾4000公斤，亩产值达18万元，亩均

利润8万元，经济效益是普通池塘养殖的20倍，实现了经济和生态效益双赢。 刘振清 摄

（上接3825期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