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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1月起，这三类农机报废有补偿
我省出台高耗能农业机械报废补偿政策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浙江

省高耗能农业机械报废补偿实施细则》，

明确2023—2025年，我省省级高耗能农业

机械报废补偿种类为粮食烘干机、热风

炉、履带自走式旋耕机，以进一步加快我

省高耗能农业机械的报废退出，满足我省

农机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碳达峰碳中和

的要求。

《细则》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三类农机报废有补偿

补偿对象为本省区域内从事农业生

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

“机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

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

织。不含宁波市。

补偿种类：2023—2025 年，省级高耗

能农业机械报废补偿种类为粮食烘干机、

热风炉、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政策实施过

程中或到期后，结合我省实际视情开展政

策评估并作出相应调整。

其它农业机械报废更新政策按照《浙

江省实施中央农机报废更新实施方案》施

行。

补偿标准最高6000元一台

《细则》对农机报废补偿条件作出限

定：申请省级报废补偿应为来源合法、机

具主要部件齐全、铭牌或出厂编号等信息

唯一的老旧农业机械。其中粮食烘干机

及配套热风炉（不包括燃煤热风炉）使用

年限应达到推荐报废年限；烘干机燃煤热

风炉使用年限不限，鼓励提前报废更新；

履带自走式旋耕机动力不符合《非道路移

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的，或使用

年限达到12年以上的。对未达报废年限

但不符合环保要求、安全隐患大、故障发

生率高、损毁严重、维修成本高的省级高

耗能农业机械报废补偿种类机具，允许申

请省级农机报废补偿。

农机报废补偿标准：粮食烘干机（不

含燃炉）批处理能力10吨以下为2000元/

台，10 吨（含 10 吨）—20 吨的为 4000 元/

台，20 吨（含 20 吨）以上的为 6000 元/台；

烘干机电泵热风炉为 3000 元/台，（生物

质、燃油、燃气）热风炉为1500元/台，烘干

机燃煤热风炉为3000元/台；履带自走式

旋耕机1.2—2米幅宽的为3000元/台，2米

及以上幅宽的为4000元/台。

对省级农机报废补偿资金来源，《细

则》作出规定：高耗能农机年度报废补偿

资金由省县共同承担，其中省对市县财政

转移支付一类地区省财政承担补偿资金

的60%，其他地区省财政承担40%。有条

件的地区可再安排地方政策累加补偿资

金，以加大报废更新力度。

农机报废补偿程序有规定

《细则》规定了农机报废补偿程序。

报废回收：报废机具所有人凭有效身份证

向回收拆解企业交售老旧农机，由回收拆

解企业核对机主和拟报废的农机信息，回

收残值支付给报废机具所有人，残值价格

由双方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回收拆解企业向机具所有人出具《报

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附件1），对回收

的农机进行拆解并建立档案，对国家禁止

生产销售的发动机等部件进行破坏性处

理。拆解档案应包括铭牌或其他能体现

农机身份的原始信息资料、申请者身份证

复印件、报废农机回收确认表、拆解前后

图像资料等，保存期不少于3年。

补偿申请：报废机具所有人凭有效身

份证、《报废农机回收确认表》、报废机具

权属相关材料（享受过农机购置补贴的无

须提供）向辖区所在地县（市、区）农业农

村部门办理高耗能农机报废补偿资金申

请，填写《浙江省高耗能农业机械报废补

偿资金申请表》。报废机具原始权属相关

材料遗失的，可由机主作出书面承诺。

审核拨付：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

门审核机主和报废农机信息后受理，由当

地财政部门按照补偿对象和标准，通过

“一卡（折）通”及时将补偿资金发放到申

请户。

《细则》还规定，农机回收拆解企业条

件须与《浙江省实施中央农机报废更新补

贴方案》规定保持一致。各地农业农村部

门应加强对回收拆解企业农机回收、拆解

规范化和档案管理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同

时，应将举报电话、补偿对象、报废机型、

补偿额度等信息在农业网站或通过其他

渠道进行公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本报记者综合

问：如何确保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公开、公平和公正实施？

答：各级农机部门承担了

购机补贴具体操作工作，为保

证政策顺利实施，农机部门始

终坚持公开、公正、农民直接受

益的原则，严格程序，规范管

理，阳光操作，严明工作纪律，

提高政策操作水平和工作效

率，确保购机补贴政策落实到

位。要按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

公开的要求，及时将补贴政策

实施相关内容向全社会公开。

严禁采取不合理政策保护本地

区落后生产能力，严禁强行向

购机农民推荐产品，严禁借国

家扩大农机具购置补贴之机乱

涨价。严格落实“四个禁止”

（严禁向农民收费，严禁向农机

生产企业收费、严禁向补贴产

品经销商收费、严禁以工作经

费不足为由向企业和农民收

费）和“八个不得”（各级农机化

主管部门不得指定经销商；不

得违反规定程序确定补贴对象；不得将中央

和省级补贴范围外的产品纳入补贴目录；不

得强行向农民推荐补贴产品；不得向农民和

企业以任何形式收受任何额外费用；不得以

任何理由拖延办理农民购机补贴手续和补

贴资金结算手续；不得委托经销商代办代签

补贴资金申请或机具核实等手续；不得以购

机补贴名义召开机具展示会、展销会、订货

会）。

问：农民朋友购买农业机械时要注意哪

几方面？

答：农民朋友在购买农机时特别要注意

以下几点：一是可向补贴机具生产企业或其

授权的经销商等购买，具体可咨询当地农机

管理部门或在浙里办APP中查询。二是必

须向经销商索取发票、《农机生产（经销）企

业参与补贴政策实施承诺书》等资料。三是

申请补助资金时必须到当地农机管理部门

在补贴资金申请表中手填联系电话、银行卡

（折）账号和本人签字等。四是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购买后，必须先办理牌证后再申请补

贴。

问：农民购买补贴机具后能否得到免费

的操作培训？

答：一般来说，农机生产厂家或销售企

业都会提供免费的机具操作和维护保养的

技术培训或辅导，农机管理部门技术人员也

会给予技术指导。对于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操作人员应当经培训考试后，取得县级

农业农村部门核发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驾驶证资格后，才能进行上机作业。这是农

机安全生产的需要，也是为了农民机手自身

和他人的安全及社会的稳定。

问：如何加大对补贴对象购置补贴机具

后的管理？

答：一是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根据实际

制定切实可行的补贴机具监督检查方案，切

实加强属地监管。二是建立规范的补贴机

具档案，方便督促检查。三是强化补贴产品

标志标识管理，要求享受财政补贴的机具由

生产企业统一喷涂“20XX年国家补贴机具”

字样，将机具编号打印在机体易见不易腐蚀

部位，铭牌设置应当符合国家规定要求。四

是对享受补贴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行

牌证管理，每年由农机管理部门进行年度检

审验。五是强化监督管理，建立产销企业黑

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经销商取

消其补贴资格，情节严重的列入黑名单，对

补贴对象参与违规操作（如虚假购机等）的

补贴对象五年内取消享受补贴政策的资格。

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与数字化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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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趁着天气晴好，

玉环市干江镇小屿门中鹿

岛的渔民们正忙着拼接养

殖网箱的网衣，准备开始新

一轮大黄鱼养殖。图为渔

民们正在拼接养殖网箱的

网衣。

倪建军 摄

拼接好网衣拼接好网衣
养殖大黄鱼养殖大黄鱼

《浙江省水库除险加固（系统治理）实

施方案（2022─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

近日发布，明确要求到2025年底，基本构

建责任主体明确、工程安全生态、管理智

慧高效的水库治理体系，省域水库治理现

代化走在全国前列。

我省是水库大省，现有水库4277座，

总库容448亿立方米，水库数量和总库容

分别位居全国第十位、第八位。这些水库

承担着防洪、灌溉、供水、发电和改善生态

等多种功能，其安全运行事关防洪安全、

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是我省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

基础保障。

方案指出，当前水库治理的主要任务

包括五个方面——

常态化开展安全鉴定。严格执行水

库大坝安全鉴定制度，组织开展安全鉴定

成果核查。2022年起，水库大坝安全鉴定

实行常态化管理，2022─2025年计划完成

1023座水库大坝安全鉴定。

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实施大中

型水库除险加固 8 座，其中纳入国家《方

案》1座；实施小型水库除险加固907座，其

中纳入国家《方案》81座。

加快监测设施建设。2022年底前，实

施雨水情测报设施221处，全省水库雨水

情自动化测报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底

前，实施大坝安全监测设施2368处（其中

纳入国家《方案》819处）、视频图像监视设

施建设888处，水库大坝视频图像监视和

重要水库包括大中型水库、小（1）型水库、

坝高15米以上的小（2）型水库等大坝安全

监测设施基本全覆盖，建成省级水库大坝

安全监测分析预警平台。

加快配套设施改造提升。2025 年底

前，建设水库上坝道路156条、电力设施88

处、通讯设施 37 处、放空设施 1469 处、管

理房 585 处，基本完成小型水库“三通八

有”配套设施改造提升。

健全运行管护长效机制。深化水库

标准化管理，鼓励县级国有和无管理单位

的水库实行县级统管，健全运行管护长效

机制。2022年底前，所有水库实现专业化

运行管护；2025年底前，水库标准化管理

制度和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符合不动产

登记条件的水库登记率达到100%，小型水

库物业管理核心业务覆盖率达到75%，实

现全省水库标准化管理提档升级。

在投资方面，方案提出，2022 至 2025

年水库除险加固（系统治理）和长效管护

匡算投资约125亿元。其中除险加固投资

约57亿元，监测及配套设施建设投资约45

亿元（其中监测设施建设投资约 15.6 亿

元），长效管护（含安全鉴定）投资约23亿

元。

本报记者综合

我省出台水库除险加固（系统治理）实施方案

推动省域水库治理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