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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

建立目标、资金、绩效一体化机制，

统筹整合资金，推进资金管理使用

模块化。完成“千项万亿”农业农村

优先领域投资600亿元。发布农业

招商投资指引，定期开展招商推介

活动。建立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投资

激励机制，特别重大项目省级激励

资金最高5000万元，鼓励类项目省

级激励资金最高 2000 万元。加快

建设“惠农政策直通车”应用，迭代

完善“政策明白纸”。

完善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培育

一批五星级农家乐。支持把符合条

件的农家乐（民宿）纳入工会疗休养

目录。优化山区 26 县农民搬迁政

策，对搬迁户数达到80％的省级乡

村振兴重点帮促村的自然村按整村

搬迁予以支持，加大异地搬迁后续

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将生产加工

环节布局到农村，积极开发适宜低

收入农户就业的公益性岗位，促进

弱劳动力、半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深化党建联建机制，因地制宜

推行“７+Ｎ”联建模式，强化资源、

项目、资金整合投放，大力推动村

庄抱团发展。利用农村党群服务

阵地、闲置农房等创办 8000 家“共

富工坊”。

优化农业用地保障机制。落实

农业重大产业项目用地保障机制。

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安排不

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

乡村产业发展用地、省级制定土地

利用年度计划时应安排至少５％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保障乡村重点产业

和项目用地，并将落实情况纳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内容。在

村庄规划中为农民建房预留一定比

例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农民建房建

设用地使用国家计划指标应保尽

保。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获得的节余

土地指标优先用于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

建立金融支农惠农精准对接机

制。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超７万亿

元，山区26县各项贷款增速高于全

省平均增速。支持开展畜禽规模养

殖场活畜禽和整体资产贷款融资。

加大对符合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条件的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支持力

度。深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提标、扩

面、增品，农业保险深度达到１％、

密度达到每人500元。 沈正轩

切实加强组织保障

支持力度大 优惠措施多

这二十条政策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供给保障至关重要。日前，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乡村振兴支持政策二十条》（下称“二十

条”），这是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发布后我省发布的首个政策支

持文件，也是我省“8+4”经济政策体系的8个重点领域政策

包之一。

“二十条”新政涉及粮食安全、农业“双强”行动、深化“千

万工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先行、加强组织保障等五

大方面，为抓好粮食生产、挖掘“三农”潜力、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等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撑。其中，作为头等大事的粮食安全

问题，主要涉及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健全种粮农民收益

保障机制、提高菜篮子保供能力等3条政策。具体政策措施

如下。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

入。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

田 60 万亩，对高标准农田建设

示范项目实行分类分档补助，亩

均补助 3000—5000 元。加快永

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实现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内永久基

本农田基本建成高标准农田。

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 50

万亩，更新改造农田水利灌溉设

施1500座。持续深化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

制。继续实施规模粮油种植补贴

等政策。对达到省级规模种粮动

态补贴政策触发条件的，按水稻

亩均化肥与农药成本上涨额的

30％（向上取整）给予补贴。继续

保持稻谷最低收购价高于国家最

低收购价。对投保水稻完全成本

保险农户给予保费 93％补贴。

在全面落实国家产粮大县奖励政

策基础上，省财政对其余地区粮

食播种面积全省前十的县和播种

面积增幅全省前十的县（二者不

重复），每个县奖励500万元。

提高菜篮子保供能力。对

列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的玻璃

温室、连栋钢架大棚等分类进行

补助。支持创建省级以上水产

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对纳入国家级渔港经济区建设

的地区，按照中央补助资金的

30％予以配套补助。

深入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

支持现代种业振兴发展。

新建５个省级种质资源库。围

绕水稻、旱粮、畜禽等 12 个领

域，持续稳定实施农业新品种选

育专项，推动实施农业新品种

“百品万亩”工程。支持良种繁

育基地建设，每个最高补助 200

万元。

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启动种业、植物工厂、农业

机器人等一批攻关任务。实施

高效生态种养、现代农机装备与

数字农业等重大科技项目。加

快湘湖实验室建设，支持建设省

现代农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创

建一批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和省

级重点农业企业研究院。深化

科技特派员制度，省市县联动派

遣科技特派员5000人次，在平阳

县、仙居县、缙云县开展科技特

派团试点工作。持续实施农业

科技协作计划（“三农九方”项

目），推进农业科技应用场景建

设。支持农业“双强”重点突破

试点项目建设，单个项目最高补

助1000万元。

推进丘陵山区农机先导区

建设。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

应用一体化试点，重点支持丘陵

山区小型智能拖拉机等产品研

发制造、推广应用。支持丘陵山

地宜机化改造和农艺农机融合

示范基地建设，单个项目最高补

助 700 万元。预拨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对农业生产主体购置先

进适用农机装备给予补贴。提

高插秧机、烘干机等粮食生产重

点机具购置补贴标准最高到

40％。加快现代农机装备产业

集群建设。

加快农业绿色发展。对 10

个“肥药两制”改革综合试点县

分别补助 500 万元。加大对农

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处置、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扶持力

度。支持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

主要农作物配方肥。开展土壤

普查。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

升，开展土壤健康行动。加强农

作物病虫害智能监测预警网络

体系建设。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对列入国家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建设名单的项目，每个补

助 5000 万—1 亿元。对新创建

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每个补助

1000万元。加快打造食用菌、中

药材、竹木等 50 亿元级的省级

农业全产业链，培育茶叶、生猪、

水产品等 100 亿元级的全国农

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开展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支持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文化体验等

新产业新业态。鼓励培育、推广

和保护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建设省农创客知识产权服务基

地，完善农创客知识产权转化和

服务体系。利用舟山国家远洋

渔业基地母港集聚区平台，加快

引进省外、境外带配额远洋渔

船。

完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体

系。按每家 300 万元标准对农

业龙头企业上市的地区予以奖

励。创建示范家庭农场1000家、

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500

家。建设星级产业农合联 250

家。开展农民素质培训。培育

1000 名以上省级乡村产业振兴

带头人（“头雁”项目），每名补助

１万元。

全面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推进乡村风貌提升。持续巩固

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

命”成果，建设改造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3000个。开展农房改造、管

线序化、村道提升“三大行动”，继续

推进乡村微改造、精提升和浙派民居

建设。持续推进传统村落风貌保护

提升，新启动创建100个以上省级美

丽宜居示范村（含30个以上浙派民

居特色村）。启动建设22条新时代

美丽乡村共同富裕示范带。挖掘乡

村文化资源，启动 246 个历史文化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建设。实

施农业文化遗产“一县一策”，建立省

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库。

加快建设和美乡村。适度超前

建设农村电网，投资 115 亿元建成

新时代乡村电气化村 1000 个。实

施水库山塘等稳定水源建设，解决

农村供水薄弱环节 465 处，综合整

治病险山塘450座。深化未来乡村

建设，对评价达到良好以上的给予

补助。

深化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

实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三年行

动计划，对纳入扶持范围的村给予

补助。实施点亮乡村行动。推进强

村公司、飞地抱团、片区组团扩面提

质。新盘活闲置农房３万宗，农房

财产权（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

余额超200亿元。深入推进26个帮

扶团组结对帮扶，做好新一轮第一

书记、农村工作指导员和驻村工作

组选派工作，新增 30 亿元帮扶项

目。大力发展“263共富农产品”（山

区 26 县和金华市婺城区、兰溪市、

台州市黄岩区的农产品和农副产

品），消费帮扶年销售额６亿元以

上。组织实施乡村振兴综合试点项

目６个，建设省级以上革命老区乡

村振兴示范区项目５个，实现社会

总投资４亿元。

加快推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先行

实施农业高质量发展六个百千

工程。实施粮食生产功能区百千工

程，省统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高标

准农田改造提升。实施现代农业园

区百千工程，国家级农业产业园每

个补助 7000 万—1 亿元，省级现代

农业园区每个补助 3000 万元。实

施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百千工程，

实行星级管理和分类补助，建设省

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30个、区域

性农事服务中心 40 个。实施智慧

农业百千工程，支持数字农业工厂

和未来农场建设，争取中央预算内

投资数字农业项目落地。实施农产

品冷链物流百千工程，开展农产品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整县推进试

点。实施农产品加工百千工程，继

续支持农产品加工等企业参与投资

激励项目申报。

实施水利建设四大千亿工程。

实施海塘安澜、骨干防洪排涝、水

资源配置、幸福河湖建设等四大千

亿工程，计划投资 4500 亿元，重点

推进 161 项水网安澜提升项目；加

快建设杭州西险大塘和城西南排、

宁海清溪水库、安华水库扩容提

升、绍兴镜岭水库、丽水莲湖水库

等重大工程。深化水利投融资改

革，吸引央企国企、民间资本参与

建设运营。

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工程。探索

开展跨乡镇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立

项 100 个、完成 100 个（跨乡镇项目

按乡镇个数计算）。统筹开展农业

用地、村庄、生态环境优化提升，以

及低效工业用地、城镇低效用地整

治。

实施“四好农村路”2.0工程。

计划投资 280 亿元，完成新改建农

村公路1000公里、养护工程6000公

里。重点推进山区 26 县乡镇通三

级公路和建制村通双车道公路工

程。加强路域环境常态化治理，开

展美丽农村路建设。养护农村公路

11万公里。

近日，在湖州市

南浔区双林镇久昌

果蔬园内，管理人员

正在查看小番茄等

作 物 的 生 长 情 况 。

今年以来，双林镇依

托“共富工坊”引入

数字化智能管理系

统，做到精准施肥、

科学施药，实现农业

生产全过程标准化、

机械化管理，进一步

助农增产增收。

张斌 摄

数字大棚数字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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