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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中央、国务院对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 

2009年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十分困难的一年，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迎难而上，扎实工作，

广大农民群众辛勤耕耘，巩固和发展了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粮

食生产再获丰收，连续 6年实现增产，产量达到 10616亿斤；农

民收入连续 6年较快增长，人均纯收入达到 5153元，比上年实

际增长 8.5%。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赢得了战略主动，为保增

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了基础支撑。 

2010年是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谋划“十二五”发展的

关键一年，是巩固发展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的关键一年。当

前，我国农业的开放度不断提高，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加大，农业农村发展既具备有利

条件，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越

来越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越来越重。 

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2010年中央 1号文件明确提出今年

农业农村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努力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

不徘徊、农村发展好势头不逆转；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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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

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

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按照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

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基本思路，毫不松懈地抓好农业农村工

作，继续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新的贡献。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农业部提出 2010年要稳

定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优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着力构建现

代农业支撑体系，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村改革和体制机制

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到“两个千方百计”和“两

个努力确保”，即千方百计保持粮食产量稳定在 1万亿斤以上，

千方百计保持农民收入增长在 6%以上，努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

大动物疫情，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巩固和

发展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供有力支

撑。 

2．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投入 

贯彻落实 2010年中央 1号文件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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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突出重点，优化结构，进一步增

加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三农”投资规模

达到 936.6亿元。重点支持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 495亿元，包括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农村电网、农村公路、农村沼气工程、扩大农村危

房改造试点工程、少数民族地区游牧民定居工程、农村小水电工

程、农村邮政和农林水血防工程等。这些民生工程的建设，将有

效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等 441.6亿元，具体包括

大型灌区节水改造、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及农技服务体系、

动物防疫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食品质量安全检

验检测体系、粮油储存设施、退耕还林工程和天然草原退牧还草、

生猪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植保工程、种养业良种工程、渔

政渔港、保护性耕作、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

建设、草原防火以及油料、糖料生产基地、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基

地和新疆棉花基地等。通过实施以上设施建设，将不断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完善农业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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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主要包括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

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简称为“四补贴”。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补贴 1274.6亿元，其中，种粮农民

直接补贴 190亿元、农资综合补贴 756亿元、良种补贴 198.6亿

元、农机具购置补贴 130亿元，对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发挥

了积极作用。 

2010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安排资金 1335

亿元，增加 60.4亿元。继续实行种粮农民补贴，补贴资金原则上

要求发放到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具体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建立和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制度，根据化肥、

柴油等农资价格变动，遵循“价补统筹、动态调整、只增不减”

的原则及时安排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合理弥补种粮农民增加的农

业生产资料成本。2月 4日，中央财政已将 2010年的两项补贴共

867亿元预拨地方，力争在春耕前通过“一卡通”或“一折通”

直接兑付到农民手中。良种补贴方面，水稻、小麦、玉米、棉花、

东北和内蒙古的大豆、长江流域 10个省市和河南信阳、陕西汉中

和安康地区的冬油菜实行全覆盖；早稻、小麦、玉米、大豆和油

菜每亩补贴 10元，中晚稻、棉花每亩补贴 15元；水稻、玉米、

油菜补贴采取现金直接补贴方式，小麦、大豆、棉花可采取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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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差价购种补贴方式，也可现金直接补贴，具体由各省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同时 2010年中央财政将进一步扩大马铃薯原种

生产补贴面积，在藏区将启动青稞良种补贴，在部分花生产区启

动花生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方面，补贴范围继续覆盖全国

所有农牧业县（场），补贴标准维持购机价格的 30%、单机补贴

上限 5万元不变，补贴机具种类涵盖 12大类 45个小类 180个品

目，在此基础上各地可再自行增加 20个品目。3月 1日，中央财

政先期预拨了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 286亿元，确保各

地春耕生产需要。 

4．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 

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国家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的重要

手段，也是促进农民种粮的有效政策。2004年以来，国家不断完

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逐步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扩

大了收购范围，合理安排收购时间，促进了粮食市场稳定，保护

了农民利益，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为进一步加大对种粮农民的支持力度，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促进粮食生产发展，国家决定从今年新粮上市起适当提高主产区

2010年生产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每 50公斤白小麦

（三等，下同）、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 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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