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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供稿

为便于广大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以及社会各界了解国家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农业农村部在2025年3月已公
布的中央财政到人到户农业补贴政策清
单基础上，汇总形成了其他“一揽子”
实施的重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清单，现
发布如下。

一、粮油生产技术推广应用
1.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

动。以玉米、水稻、小麦、大豆、油菜
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为重点，围绕合
理密植、精细整地、精准播种、水肥高
效利用等关键增产措施，因地制宜组装
综合技术方案，支持新品种、新技术、
新装备应用，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
和效益提升。

2.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
动。聚焦主要粮油作物，依托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因地制宜集成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模
式，充分挖掘增产潜力。各地根据关键
技术措施到位率、单产目标完成等情
况，择优确定奖补对象和资金。

3.大豆种子包衣补助。在东北地区
推广大豆种子包衣技术，充分发挥对降
低重迎茬影响的作用，促进大豆大面积
单产提升。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依托社会化服务主
体带动小农户实施。

4.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建设项目。聚
焦推进提升玉米大豆主产区单产水平，
以建设水肥精准调控系统为基础，配套
实施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模式，促进
水肥高效利用，进一步增强玉米大豆生
产能力，带动实现大范围均衡增产。重
点支持在已建或新建高标准农田、具备
基本灌溉条件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生产
规模推进建设。

二、耕地建设与质量提升
5.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分区分类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在东北黑土
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
区以及粮食产量高和增产潜力大地区开
展建设。合理确定建设内容，将建设重
点放在田内，优先开展田块整治、田间
灌排体系、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等建设，
切实提升耕地质量。

6.东北黑土地保护。针对玉米、大
豆等作物，支持推广应用秸秆覆盖免
（少）耕播种等关键技术。优先支持实

施秸秆覆盖免（少）耕播种作业的地
块开展深松作业，也可根据实际需要
开展苗期深松或秋季深松作业。支持
推广成熟的黑土地保护技术模式，因
地制宜实施有机肥还田等科学有效的
农艺措施。

7.耕地质量提升。支持开展科学施
肥增效，集成推广施肥新产品、新技
术、新机具。扩大酸化耕地治理范围，
支持采取施用改良物料、增施有机肥、
种植绿肥等措施。

三、农业产业发展
8.种业发展。支持国家级畜禽遗传

资源保种场（区、库）、国家级农作物
和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圃）、珍稀
水生生物种源保护场开展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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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加快
提升重要畜禽品种生产性能水平。实
施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项
目，对单产水平高、优质专用性好、
推广潜力大的品种，根据推广情况实
行补助。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建设项目，
支持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测试评价、育
种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和制（繁）种基地
等建设。

9.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聚焦稻谷、
小麦、玉米、大豆、油菜、花生、牛
羊、生猪、淡水养殖、天然橡胶、棉
花、食糖、乳制品、种业等关系国计民
生的重点品类，支持建设一批现代农业
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
强镇项目，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和农产品加工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

10.畜牧业发展。实施肉牛肉羊增
量提质行动项目，支持肉牛产业纾困。
支持奶业大县发展奶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依靠自有奶源发展乳制品加工。支
持收储使用青贮玉米、苜蓿等优质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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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生
猪良种推广和牧区牛羊良种推广。支持
蜂业大县发展高效优质蜂产业，推广蜂
授粉技术。支持苜蓿等优质饲草料生产
基地建设。实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建
设项目。

11.渔业发展。支持建设国家级沿
海渔港经济区。实施渔业绿色循环发展
项目。支持发展现代渔业装备设施，提
高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安全生产水平。
支持渔业资源调查养护和国际履约能力
提升。

四、新型经营主体培育
1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

支持开展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
息。支持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夯实
组织规范运行基础，提高生产经营发
展水平，改善生产设施条件，发展绿
色种养循环农业，提升联农带农服务
能力。

13.乡村人才培育。实施高素质农
民培育项目，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乡
村振兴骨干人员为主要对象，重点实施
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提升工
程、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培育工程
和文明乡风建设素质素养提升工程，组
织举办农机手、渔船船东船长、乡土文
化能人等专题培训班。支持开展农村实
用人才带头人培训和乡村产业振兴带头
人培育“头雁”项目。

14.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
设。推广“揭榜挂帅”经验做法，精准
对接生产需求与技术服务。支持“区域
性”农技推广服务，支持开展豇豆农药
残留速测技术推广。实施农业重大技术
协同推广计划和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
划。

15.农业信贷担保服务。支持指导
省级农担公司切实强化政策性定位，严
格执行“双控”规定要求，积极为粮油
种植等重点领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提供
高效便捷优惠的担保服务。

五、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16.地膜科学使用回收。以覆膜大

县为重点，因地制宜推进地膜科学使用
回收。支持引导农户、种植大户、合作
社及地膜生产回收企业等实施主体，科
学推进加厚高强度地膜使用，按照适度
集中原则稳妥有序推广全生物降解地
膜。健全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或无害化处
置体系，有效提高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水
平。

17.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以秸秆
资源量较大的县为实施重点区域，优化
秸秆综合利用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秸秆
科学还田技术模式，大力推进秸秆饲料
化利用，有序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提
升秸秆综合利用效能。

18.渔业资源保护。在流域性大江
大湖、界江界河、资源衰退严重海域等
重点水域开展渔业增殖放流，加大区域
性物种和珍贵濒危物种放流数量，提高
生物多样性。

19.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建
设项目。支持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省
份，以流域内水环境敏感区为主要实施

区域，以县为单元因地制宜统筹畜禽养
殖污染治理、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池塘
养殖尾水治理、秸秆综合利用、农膜回
收利用等建设内容，促进重点流域农业
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20. 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项
目。聚焦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重点支持
珍稀濒危物种资源保护、关键栖息地保
护及修复、渔政执法能力建设、水生生
物资源及栖息地建设、水生生物保护技
术能力提升等方面建设。

21.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
建设项目。以县为单位统筹推进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重点支持种养主体改造
提升畜禽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和利用
等相关设施设备，突出种养结合要求，
促进粪肥还田利用。

六、农业防灾减灾
22.动物防疫补助。对动物疫病强

制免疫、强制扑杀、销毁动物产品和相
关物品、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
作给予适当补助。

23.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对各地农
业重大自然灾害及病虫害等农业生物灾
害的预防控制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给予
适当补助。

24. 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建设项
目。重点支持动物防疫体系所需的设施
建设和设备购置；开展农作物病虫疫情
监测、防控等所需的各类设施建设和设
备购置。

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25.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各省份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实际情况分解下
达到县，衔接资金支持的项目审批权限
下放到县级，由各县根据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需要和
分配到县的资金情况，自主选择和审定
项目并组织实施，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
农产业发展，统筹支持促进防止返贫致
贫监测对象、脱贫人口就业增收的其他
相关领域，以及村内必要的小型公益性
基础设施补短板等。

注：上述政策名称中包含“建设项
目”字样的为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其
余均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项目。中央
对地方转移支付项目主要根据因素法测
算分配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地方按
照有关程序和规定具体细化并组织实
施。

2025年中央财政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清单2
涵盖七大领域共25项具体政策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刘学报道

近日，从中国气象局获悉，6月6
日至9日，江汉、江淮、江南、华南
及贵州、云南、四川南部将先后有
中到大雨，江淮、江南北部和东部
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
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降水利于农业蓄水为后期
一季稻移栽用水提供储备。但雨强
较大可能导致部分低洼农田渍涝、
水稻浮苗，也不利于水产养殖物摄
食等。对此，建议长江中下游地区
加强农业水利设施检修维护工作，
确保汛期正常运作；低洼农田提前
清沟理渠，降低农田渍涝风险，雨

后及时排水加快一季稻播栽进度，
同时加强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控。

据介绍，未来几天，华北、黄淮
大部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墒情适
宜，利于成熟冬小麦收晒和夏玉米等
播种，小麦已成熟地区抓住有利天气
加快夏收进度，收获后及时烘干晾
晒，适时开展夏种。

东北地区大部时段光温适宜，利
于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苗期生长和
水稻插秧返青。黑龙江东部和北部降
水明显偏多，旱地农田可能出现短时
渍涝。东北地区应做好田间分类管
理，旱田及时查苗补苗、适时中耕，
水田做好水层管理、及时追施分蘖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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