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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政文〔2022〕85 号

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防止耕地撂荒和“非粮化”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十九条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省市属有关单位：

《防止耕地撂荒和“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十九条措施》

已经县政府党组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尤溪县人民政府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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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耕地撂荒和“非粮化”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十九条措施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决

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强化耕地保护，完善粮食生产激励政策，

推动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特制定“十四五”期间稳定发展粮食生

产的十九条措施。

一、压实粮食生产属地责任

（一）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考核

机制，将粮食生产、耕地保护、防止耕地撂荒和“非粮化”等工

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对乡镇年度绩效考核内容，考核结果将作为各

乡镇乡村振兴项目安排、政策扶持的参考依据；对未完成年度粮

食生产约束性目标任务的乡镇，年度绩效考核降低一个档次。各

乡镇要按照季节分品种将粮食生产年度目标任务细化到村、到

户、到田。

（二）优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完

善种粮大户补贴政策，对种粮 30 亩（含）以上的大户补贴 50 元

/亩；杂交水稻种子生产面积 50 亩（含）以上的大户补贴 50 元/

亩；对撂荒复耕种植粮食作物面积达 30 亩以上的大户，复垦后

种植水稻（制种）的每亩一次性补贴 300 元，复垦后种植玉米、

甘薯、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的每亩一次性补贴 200 元。扶持再生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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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再生稻催芽肥补贴 20 元/亩。

二、努力扩大粮食播种面积

（三）调动村集体积极性。县财政每年统筹安排 70 万元资

金，对早稻、再生稻相对集中连片面积达 100 亩（含）以上的村

集体予以村财补助，基础补助 5 万元，每超过 20 亩再累加补助

1 万元，每个建制村最多补助 10 万元。

（四）鼓励双季稻生产。对单个经营主体（农户、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下同）种植双季稻 10 亩

以上的，按实际种植面积予以 200 元/亩补助，达到省规模种植

双季稻补助条件的，可叠加享受补助。

（五）鼓励旱杂粮生产。对单个经营主体相对集中连片种植

大豆、马铃薯面积达 20 亩（含）以上的，相对集中连片种植玉

米 50 亩（含）以上的，按实际种植面积予以 200 元/亩补助。

（六）鼓励蔬菜大棚轮作种植单季稻。对利用符合省设施农

业温室大棚财政补助的标准钢架温室大棚轮作种植单季稻 20 亩

（含）以上的，按实际面积予以 100 元/亩补助，可与省级政策

叠加。

（七）推进水稻制种基地建设。2022—2023 年，县财政每

年统筹安排 200 万元，扶持杂交水稻种子产业发展，建设种业产

业集中区。以烟后制种为重点，巩固和发展洋中、溪尾、台溪、

坂面为核心的万亩基地，辐射周边发展制种产业，2022—2025

年全县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面积保持在 3 万亩以上，建成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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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亩以上的杂交水稻制种乡镇 3 个以上。

三、提高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

（八）保障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按照储备种子量可播种面积

1.6 万亩，每亩 1 公斤用量，落实县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种子

储备经费列入县财政年度预算，储备种子量按照省市下达任务动

态调整。

（九）强化政策性保险支撑。对撂荒地复垦种植水稻、玉米

（复垦后种植前三年）的政策性保险额度提高到 800 元/亩，保

险方案按照省上有关文件执行，超出省上有关文件规定部分保额

保费（每亩提高 300 元保额，费率水稻 3%、玉米 4%），由市级

财政、县级财政、经营主体各承担 40%、40%、20%。

四、合理合情把握耕地种植用途管控

（十）鼓励撂荒地复垦种粮。“十四五”期间，对撂荒地复

垦后种植水稻（制种），且相对集中连片种植面积 10 亩（含）

以上的经营主体，每亩一次性补助 600 元（在市级财政补助 300

元基础上，县级再补助 300 元）；对撂荒地复垦后种植玉米、甘

薯、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且相对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达 10 亩（含）

以上的经营主体，每亩一次性补助 400 元（在市级财政补助 200

元基础上，县级再补助 200 元）。如市级财政补助指标不足时，

由县级财政补助（撂荒地复垦种粮补助可与鼓励双季稻、旱杂粮

生产叠加补助，县级补助不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大户补贴重

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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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引导“非粮化”耕地还粮。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

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

及饲草饲料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对永久

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水稻生产功能区“非粮化”问题要根据

作物周期、生产现状及对耕作层的影响程度，实事求是，把握进

程，推动逐步恢复种粮或置换补充。鼓励各乡镇通过奖补方式，

引导经营主体退果（茶、塘、林等）还粮，“非粮化”耕地还粮，

享受县级撂荒复垦种粮补助同等待遇。

（十二）完善基础设施。对未立项且相对连片 100 亩以上的

复垦种粮撂荒地和“非粮化”耕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对已建设未达标相对连片 100 亩以上的复垦种粮撂荒地和

“非粮化”耕地，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优先列入高标

准农田提升改造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县级配套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五、推动粮食产业化提升

实施“一粒种子到一粒米”提升工程，推动“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提升粮食产业化发展水平。

（十三）扶持粮食加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

业企业等粮食生产经营主体（下同），新建一条日产 20 吨以上

大米加工流水线等加工生产的，且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注册商

标、统一包装的，按照设备固定资产投资的 40%予以补助，每个

经营主体最高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对其他粮食加工经营主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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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事一议”方式予以奖补。

（十四）引导品牌创建。对粮食类经营主体，获得有机食品

认证标志产品（不同系列）的每项奖励 2 万元，同一主体同系列

产品获认证每增加一个产品奖励 1 万元；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标志

产品（不同系列）的每项奖励 1 万元，同一主体同系列产品获认

证每增加一个产品奖励 0.5 万元；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标志产

品的每项奖励 0.3 万元。获得福建省名牌农产品的奖励 5 万元。

新注册粮食品牌商标补助 0.1 万元，新获 SC 证书的补助 0.5 万

元。对获得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商标权主体奖励 8 万

元；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奖励 10 万元。

（十五）鼓励示范创建。对新晋级为国家、省、市级粮食类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5 万元、2 万元；

获得认定后，定期监测评估合格的，每次给予 2 万元奖补。对新

晋级为国家、省、市级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示范社或家庭农场的，一次性奖励 5 万元、2 万元、1 万

元；优先支持粮食类示范社、示范场申报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

项目。

（十六）支持产品销售。对利用本地种植的稻谷加工大米，

并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统一包装的粮食生产合作社、

家庭农场，优先列入县工会采购推荐目录。

（十七）强化金融支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企业等粮食类经营主体，由尤溪县农信农业担保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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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担保的贷款业务，按贷款一年期基准利率予以贴息补助，担保

费减半收取。

六、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十八）推动农机农艺融合。对复垦种粮撂荒地和“非粮化”

的经营主体，购买《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目录》内，在

中央和省财政补贴基础上，县财政按购机额的 2%补助；对相对

连片 50 亩（含）以上，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生产的经营主

体，复垦后种植前三年，给予补助 1 万元/年（可与上级社会化

服务、粮食生产功能区等项目叠加享受）。

（十九）支持产学研用融合。每年安排 30 万元工作经费，

用于与省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等开

展机构产学研协作攻关的，开展试验示范、“五新”推广等工作。

以上县级扶持政策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县农业农村

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执行期暂定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所

需资金由县财政统筹安排，年度不足部分按照申报顺序次年优先

落实。以往文件规定与本文件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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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