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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江津区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

实施方案的通知
江津府办发〔2021〕127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江津区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第 126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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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动江津区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有力

支持我区粮油作物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乡村产业振兴和农业现代

化建设，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农业机械化

发展若干政策举措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53 号）等文件精

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

“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服务乡村产业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及

农业生产者需求为目标，稳步提升农机装备和作业水平，推动全

区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建设农机装备创新研发平台。支持农机制造企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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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创新平台，鼓励其加强与有关科研院所、高校和制造企

业合作，共同打造丘陵山区智能农机装备创新研发平台或技术创

新中心。向上级积极争取有关政策和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区

科技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发展改革委、区农业农村委）

（二）鼓励农机装备研发协同创新。鼓励农机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建立上下联动、覆盖关联产业的协同创新机制，构建成本共

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共赢机制。支持有条件的农机制造企业加入

重庆市农机装备技术创新联盟，共同推进智能化、信息化等新型

农机装备的创新研发。（责任单位：区科技局、区经济信息委、

区发展改革委、区农业农村委）

（三）开展新机具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加强新机具新技术

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探索解决水稻、高粱、油菜等主要

粮油作物，以及花椒、柑橘、茶叶等山地特色经济作物机械化生

产薄弱环节关键技术和农机装备问题，形成符合我区农业生产实

际的农机装备配置及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责任单位：区

农业农村委）

（四）推动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发展。实施主要农作物农机

装备水平提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等项目，以提高水稻、高粱、

油菜等主要粮油作物综合产能为重点，支持开展全程机械化生

产，加快推动机械化向经济作物、畜牧水产等领域拓展延伸。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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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建设 10000 亩高粱－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试验示范基地，

1000 亩花椒机械化生产试验示范基地，5000 亩柑橘机械化示范

基地，1000 亩茶叶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500 亩生态渔业机械化

养殖示范基地，10个生猪、5 个蛋鸡、3 个肉牛机械化养殖示范

基地。（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委、区科技局）

（五）推进农田宜机化示范改造。按照“谁用谁建、先建后

补、差额自筹”的原则，结合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和确权颁

证制度，鼓励整社整村集中连片开展农田宜机化改造。通过整合

涉农项目资金，每年统筹开展农田宜机化改造 5000 亩以上，优

先在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区域实施，有效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

件，便于大中型农机下地作业。（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委）

（六）加大宜机化改造资金投入。统筹农田建设、农业产业、

土地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资金，合力推进宜机化高标

准农田建设。推动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宜机化改造中新增

耕地作为占补平衡补充耕地指标参与重庆市域内调剂，所得收益

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农田宜机化改造。（责任单位：区农业农

村委、区财政局、江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七）促进农机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优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使用结构，探索对农机具库棚、烘干机房、机械化养殖等设施建

设给予补助。合理布局建设农机具存放维修、农作物育秧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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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产地烘干和初加工等农机作业服务配套设施示范点，统筹

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计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优先保障

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地，并按规定减免相关税费。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委、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江津区

规划自然资源局、江津区税务局）

（八）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宣传

力度，按照惠民公平、便民高效的原则，实行“自主购机、定额

补贴、先购后补、区级结算、直补到卡（户）”。推广应用粮食生

产薄弱环节、丘陵山区特优农业生产急需机具，以及高端、复式、

智能农机产品，加强购机者补贴申领服务。（责任单位：区农业

农村委、区财政局）

（九）组织开展农机作业补贴。支持农机合作社等社会化服

务组织开展机耕、机播、机防、机收、机械烘干等多元化作业服

务，组织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等项目，单季作物社会化服务

补助总额不超过 130 元/亩（补贴标准依据政策变化适时调整）。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

（十）加强农机高技能人才培育。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程、智汇农机手金蓝领成长计划等项目，加强农机生产、使用一

线适用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育，每年培训农机操作、维修等高

技能人才 50 人次以上。组织开展农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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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给予技能人才评价补贴。遴选优秀技能人才参加竞赛，符合条

件的推荐进入重庆市农机 “土专家”名录。（责任单位：区农业

农村委、区人力社保局）

（十一）贯彻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批发和零售农机产品取

得的收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本社成员销售农膜、种子、种苗、

农药、农机和提供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

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取得的收入，均免征增值税；农机

作业和维修项目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农机制造企业中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一次性扣除等政策。对生产国家

支持发展的新型、大马力农机装备和产品，以及确有必要进口的

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享受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出

口国产先进农机装备和产品，享受出口退税政策。（责任单位：

江津区税务局）

（十二）鼓励农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支持农机企业进军国

际市场，为其提供对外投资备案等便利化服务，落实符合条件企

业开展国际认证注册、境外参展、融资担保、出口信保等方面费

用支持政策。（责任单位：区商务委）

（十三）加强金融资金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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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大对农机装备制造企业、农机新型服务主体的信贷投放力

度。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机户和农机合作社等小额信用贷

款、保单质押贷款、农机装备抵押贷款业务。（责任单位：人行

江津中心支行、江津银保监分局、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区农业

农村委）

（十四）支持开展跨区作业服务。积极组织开展农机驾驶、

操作、维修等技术培训，支持农机手依法考取驾驶操作证，免费

为其办理证照申领、年检年审。支持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开展跨区

服务，免费为其发放跨区作业证。（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委、

区交通局）

三、组织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有效促进我区农业机械化事业高质

高效发展，建立区政府统一领导，区财政局、区科技局、区农业

农村委、区商务委、江津区税务局等相关部门单位统筹协调、分

工协作的农业机械化工作协调推进机制，统筹搞好工作规划，落

实经费保障，加强对镇街工作指导。各镇街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

制，落实人员，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实效。

（二）强化工作考核。各区级部门要围绕农机化生产水平提

升、宜机化农田建设等工作，认真谋划、努力推动，加快促进农

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将农机化工作成效纳入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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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考核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

（三）加大宣传引导。加强农业机械化工作宣传，通过宣传

经验、表彰先进等方式，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

营造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良好氛围。

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