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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 1 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 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支农投入，强化项

目统筹整合。现将农业部、财政部共同实施的重点强农惠农政策

发布如下。 

一、农民直接补贴 

1.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

种地农民。补贴资金通过“一卡（折）通”方式直接兑现到户。

具体补贴依据、补贴条件、补贴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

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按照《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

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26 号）要求、结合本地

实际具体确定。鼓励各地创新方式方法，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提

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引导农民综合采取秸秆还田、深松

整地、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使用有机肥等措施，切实加强农业生

态资源保护，自觉提升耕地地力。 

2.农机购置补贴。补贴对象为按规定程序购买农业机械、直

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实行自主购机、定

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的补贴方式。各省对粮食烘

干仓储、深松整地、免耕播种、高效植保、节水灌溉、高效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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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和秸秆还田离田、残膜回收、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与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等支持绿色发展的机具要实行敞开补贴。 

3.玉米生产者补贴。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

区实施。补贴资金采取“一折（卡）通”等形式兑付给玉米生产

者。具体补贴范围、补贴依据、补贴标准由各省（自治区）人民

政府按照中央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具体确定。鼓励各省（自治区）

将补贴资金向优势产区集中。 

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4.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企业、返乡涉农创业者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作为重点

培育对象，开展针对性培训，提升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 

5.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能力建设。以制度健全、管理规范、

带动力强的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和示范家

庭农场为扶持对象，支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提高农产品

加工、标准化生产、市场营销等能力。 

6.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推进省级信贷担保机构向市县延伸，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尽快建立

担保机构，实现实质性运营。重点服务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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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小微

企业，聚焦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优势特色产业、农村新业

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装备设施、

绿色生产和农业标准化等关键环节，提供方便快捷、费用低廉的

信贷担保服务。 

三、支持农业结构调整 

7.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和内蒙

古自治区开展粮改豆（粮豆轮作）试点，支持以玉米改种大豆为

主，兼顾改种杂粮杂豆、马铃薯、油料、饲草等作物。在河北黑

龙港地下水漏斗区、湖南长株潭重金属污染区、西南石漠化区及

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区开展休耕试点。中央财政对开展耕地轮作休

耕制度试点的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给予适当补助。 

8.粮改饲试点。在“镰刀弯”地区和黄淮海玉米主产区实施。

选择玉米种植面积大、牛羊饲养基础好、种植结构调整意愿强的

县整体推进，采取以养带种方式推动种植结构调整。补助对象为

规模化草食家畜养殖场（户）或专业青贮饲料收贮企业（合作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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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在苜蓿优势产区和奶牛主产

区实施，支持饲草生产合作社、饲草生产加工企业、奶牛养殖企

业（场）和奶农合作社集中连片种植高产优质苜蓿。 

四、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10.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按照发布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

建标准，在省级推荐基础上，创建一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中

央财政通过以奖代补方式给予适当支持。 

11.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延伸农业产业链、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为切入点，选择部分重点县支持带动与农民分享二三产

业增值收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产品流

通和直供直销、农村电子商务、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业文化

遗产发掘保护、产业扶贫等工作。 

12.信息进村入户整省推进示范。选择若干试点省份，依托现

有的农村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农商等平台，通过整合资源，完

善功能，达到技术、市场、商务、政务等信息一站式服务。信息

进村入户采取市场化建设运营，中央财政给予一次性奖补。 

五、支持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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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突出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兼

顾薯类大豆、杂粮杂豆、棉油糖、菜果茶等品种，选择一批生产

基础好、优势突出、特色鲜明、产业带动强的县开展整建制创建，

示范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14.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支持农业县进一步健全基

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网络，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建设试验示范

基地，培育农技示范主体，提升农技人员业务能力，加快推进农

技推广信息化建设。 

15.农机深松整地。支持适宜地区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作

业深度一般要求达到或超过 25 厘米，打破犁底层。鼓励依托专业

化服务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 

16.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继续按计划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启动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六、支持农业资源生态保护和面源污染防治 

17.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在内蒙古、四川、云南、西藏、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 8 个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实施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和绩效评价奖励；在河北、山西、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3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