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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倡导

的对东北黑土地实行战略性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东北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 年）》及《吉林省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吉农办机发[2023]11 号)等文件的要

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认真借鉴

“梨树模式”，推动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深入实施。

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丰产、节本增效导向，强化组

织领导和政策引导，通过政府与市场两端发力，农机与农艺深

度融合，科技支撑与产业培育并重，技术创新与机制创新并行，

整体推进扩面与重点突破提质并举，加快在我市适宜区域全面

推行保护性耕作，促进黑土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任务目标

按照“稳步扩面、质量为先”原则，2023 年全市保护性耕

作任务面积 150 万亩，建设县级保护性耕作高标准应用基地 2

个、乡级高标准应用基地 2 个、村级高标准应用基地 6 个，稳

步推进县乡级高标准应用基地建设，不断提高作业标准和管理

水平。

三、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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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施范围

全市适宜区域全面实施，以玉米作物为保护性耕作推广应

用重点，优先保障秸秆大量覆盖及秸秆部分覆盖需求，扩大适

宜区域保护性耕作实施范围。推进探索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

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

(二)实施主体

全市 18 个乡、镇（街道）为实施主体，各乡、镇（街道）

可根据洮南市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制定适宜本乡、镇（街道）

操作性强的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有利推进本乡、镇（街道）

保护性耕作有效开展和实施。为便于管理和技术指导服务，作

业机主需跨乡作业的，在结束本乡、镇（街道）的任务后，到

所去作业的乡、镇（街道）审批，到农机推广站报备方可作业，

验收结束后在所注册的乡（镇）汇总兑付。

（三）技术模式

牢牢把握保护性耕作“多覆盖、少动土”的核心要求，在

保障粮食稳产丰产的前提下，尽量增加秸秆覆盖，减少土壤扰

动。结合我市土壤、水分、积温、种植方式、经营规模等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优选本区域技术模式。

(四)补助方向

根据省安排我市资金总量和保护性耕作任务，省里下达补

助资金 5300 万元，由市里统筹使用，资金重点用于以下几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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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业补助。采取单一档补助方式，根据监测数据对符合

补助标准的作业面积进行补助，补助标准每亩不超过 40 元。

2.高标准应用基地的建立与补助。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

载体，以农机推广站为技术支撑，通过政策持续支持，打造高

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样板和新装备新技术集成优化展示基地。

（1）高标准应用基地的建立。高标准应用基地由符合条件

的农机合作社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自主申报，经村、乡层层审

核后最终报到市农机推广站择优遴选建立。农机推广站安排农

机化专家组成员对基地进行技术包保、跟踪指导，确保洮南市

保护性耕作高标准应用基地健康有序发展。

（2）高标准应用基地的标准及补助。高标准应用基地应以

秸杆大量覆盖为主，每个县级应用基地面积原则上不少于 1000

亩. 乡镇级应用基地面积不少于 200 亩，村级应用基地面积不

少于 50 亩，补助标准每亩 150 元。其中，县级应用基地要有技

术支撑单位开展技术指导。

(五）补助对象

作业补助对象为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农业经营主体，（农户、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作业服务主体。应用基地补

助对象为承担建设任务的实施主体，县、乡、村基地实施主体

原则上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六)补助方式

保护性耕作作业补助采取“先作业后补助、先公示后兑现”

的方式进行，按照相关要求，对保护性耕作实施地块先进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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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核实，确定拟补助的面积、对象和金额，公示 7 天无异议后，

确定最终补助面积、补助金额和补助对象。农机推广站根据核

验结果向财政部门提报资金需求，财政部门将补助资金拔付至

农机推广指定账户后，由农机推广站据实打卡到补助对象。

(七)查验核实

各地作业面积查验核实工作，在当地政府统一组织下，根

据工作实际，主要依据信息化远程电子监测方式进行查验核实，

必要时也可用人工现场测量方式核验，并对验收后确定补贴面

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主要查验秸秆覆盖还田、机

械免（少）耕播种作业等情况。

四、工作程序

(一)落实任务面积。各乡、镇（街道）按照《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方案》工作要求，立足早谋划 ，早准备，早启动。

抓紧分解任务面积，将作业面积细化到乡 、村、种植户、 地

块及作业者，确保任务面积顺利落实到位。

(二)组织查验核实。

1.验收主体。保护性耕作的验收主体为各乡、镇（街道)。

各乡、镇（街道)要统一组织对保护性耕作进行全面验收，并对

验收后确定的补贴面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市农

机推广站统筹调度和技术指导。

2.验收时间。各乡、镇（街道)在春季播种作业结束后，即

可组织开展面积查验、公示等工作。各乡、镇（街道）统筹工

作调度，在 4月 25 日至 6月 2 日期间以周报形式向农机推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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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保护性耕作实施进度。各乡、镇（街道）于 8月 15 日前完

成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验收工作。

3.验收内容，为提高工作效率各乡、镇（街道）可以采取

人工实地查验和远程电子监测相结合方式验收，各乡、镇（街

道）验收组要对每一个机手监控平台信息逐一进行审核，对不

符合作业标准面积要在补贴面积中剔除，对故意遮挡摄像头、

监测图像不清晰，作业质量有异议有问题的认真查处，虚报、

瞒报、谎报套取补贴资金等有问题的地块，经实地查验后再确

定补贴面积。

4.公示，各乡、镇（街道）作业村要对作业后审核面积进

行公示，公示期为 7天，并设立举报电话，耐心解答群众疑问。

（三）补助资金结算。作业验收结束后，市农机推广站根

据核验结果向市财政部门提报资金兑付申请，财政部门将资金

拨付至农机推广站指定账户后，由农机推广站据实打卡到补助

对象。

（四）工作情况总结。市农机推广站于 11 月 30 日前将保

护性耕作实施情况工作总结、实施面积及补助资金情况汇总表、

绩效自评报告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由分管农业副市长牵头的

保护性耕作领导小组，建立起政府领导、上下联动、各相关部

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做好保护性

耕作工作，农机推广站与各乡、镇（街道）要成立由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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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牵头的实施领导小组，统筹内部人员配备，强化推进措施。

各实施乡、镇（街道)要结合实际制定本乡、镇（街道)的保护

性耕作实施方案，作业面积细化落实到村、地块及作业者。市

农机推广站责对各乡、镇（街道)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导检查和

指导服务。

(二)加强基地建设。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对高标准应用

基地建设管理，落实“1+1+2”技术指导方式，组织做好与专家

指导单位对接，为技术指导提供现场工作条件。县级应用基地

鼓励采取免耕播种方式，免耕播种应不少于基地面积的 30%，

至少安排 2 种以上适合本地的主推技术模式，在相邻地块设置

传统耕作方式对照田，进行试验对比验证。每个基地承担现场

演示等活动每年不少于 2 次，充分发挥基地展示、验证和示范

作用。基地要实行动态管理，作用发挥不明显的要及时调整，

做到优中选优。

（三）加大政策联动。加强与黑土地保护工程、秸秆综合

利用、农机深松整地等有关政策的衔接配合，推动政策同向用

力，推动保护性耕作向典型黑土区倾斜的基础上，将更多适宜

保护性耕作区域纳入实施范围。鼓励深松整地作业进行苗期深

松，合力巩固提高保护性耕作稳产丰产效果。

(四)加强宣传培训。各乡、镇（街道)要充分利用手机、网

络、电视、报刊、新媒体等各种媒介，针对“疫情”采取有效

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大力宣传保护性耕作技术、政府扶持政策

等，促进技术进村入户，观念深入人心。积极推动“市乡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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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企社三方”联动培训，各地要组织建立技术指导服务队

伍，用好高素质农民培训工程等项目，深入基层、农户、田间

开展形式多样的现场培训和技术服务，让种植经营者、农机作

业者掌握保护性耕作的核心要领，促进技术规范应用。各实施

乡、镇（街道)要组织对集中实施区域乡、镇（街道）主管农机

负责同志、村两委负责同志至少开展一次技术培训和政策宣讲，

使之进一步了解保护性耕作作用和秸秆覆盖基本要求，督促做

好农户宣讲引导工作，切实减少秸秆田间焚烧和过度离田现象。

采取多种形式对保护性耕作成效明显的地方和推广应用先进人

物进行宣传表扬。

(五)加强信息公开。各乡、镇（街道）要建立查验核实和

公示制度，设立监督电话，以多种形式公开补助的程序、补助

标准、补助方式等。要将受益农户、补助面积和补助金额等相

关信息，在当地进行公示，让补助信息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

群众监督。坚决防止在补助实施中出现做选择、搞变通、打折

扣、弄虚作假等情况发生。

(六)加强监督管理。各乡、镇（街道)要加强与审计部门沟

通，做好黑土地相关审计涉及保护性耕作问题的整改。明确补

助作业地块的核验标准，强化具体监管措施，严防虚报补助作

业面积、降低作业标准、套取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发生。各乡、

镇（街道)要加快推进信息化远程电子监测工作，2023 年保护性

耕作监测终端基本实现实施区域全覆盖，要采用监测数据作为

兑付作业补助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提高监管工作效率。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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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乡、镇（街道)建立专门的档案，相关文件资料、信息化平台

监测数据等要留存备查。市农机推广站各乡、镇（街道)保护性

耕作工作开展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项目实施乡、镇（街

道）资金兑付情况开展调度通报，通报结果及时上报市政府。

附件：1.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领导小组

2.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专家指导组

3.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小组

4.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任务分解

5.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建设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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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领导组

组 长： 刘 洋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 赵文生 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 顺 市财政局局长

李宏伟 大通乡党委书记

邹宏宇 蛟流河乡党委书记

张金波 永茂乡党委书记

顾典文 野马乡党委书记

陈东宇 那金镇党委书记

黄立文 东升乡党委书记

郭洪光 万宝乡党委书记

徐宝兴 万宝镇党委书记

张 弘 黑水镇党委书记

于海鹏 胡力吐乡党委书记

史翠娥 聚宝乡党委书记

白英林 车力乡党委书记

张洪波 安定镇党委书记

邱冬雪 瓦房镇党委书记

洪 峰 二龙乡党委书记

李志东 福顺镇党委书记

丛海鹏 向阳街党工委书记

王作书 洮府街党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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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专家指导组

组 长：李德森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高级技师

副组长：赵秀坤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副高级工程师

成 员：陈 宇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副高级工程师

张彩霞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正高级工程师

陈艳宇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副高级工程师

孙梅洁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助理工程师

门志影 洮南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副高

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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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小组

组 长： 赵文生 洮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 组 长： 吴东德 洮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 李德森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站长

赵秀坤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副站长

栾 波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站员

李冬岩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站员

高 赫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站员

李秀萍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站员

马德奎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站员

赵建民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站员

李 军 洮南市农机推广站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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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洮南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任务分解

序 号 乡 镇 面积（万亩） 备 注

1 聚 宝 乡 15

2 二 龙 乡 15

3 安 定 镇 9

4 黑 水 镇 9

5 蛟流河乡 15

6 那 金 镇 12

7 车 力 乡 6.5

8 瓦 房 镇 5.5

9 野 马 乡 7

10 万 宝 镇 6.5

11 永 茂 乡 7.5

12 东 升 乡 4

13 大 通 乡 14.9

14 向 阳 乡 7

15 万 宝 乡 4.5

16 胡力吐乡 4.5

17 洮 府 乡 3.5

18 福 顺 镇 3.6

合 计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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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建设情况一览表
县（市、区）： 单位：万亩 台

基地区位情况

基地名称 建设地点 GPS 坐标 建设规模 覆盖乡、 村、 户数 建设时间 建设单位 负责人

基地建设内容

技术模式 技术路线说明 面积 覆盖率 覆盖量 技术指导人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五

基地关 键机具装备情况

名称 品牌 行数/幅宽 数量 作业能力 其它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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