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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江津区 2022 年稳定粮油生产

工作方案的通知
江津府办发〔202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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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稳定粮油生产工作方案》经区政府第 6 次

常务会议审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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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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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 2022 年稳定粮油生产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大豆生产的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落实市委、市政

府关于粮食安全工作要求，推进粮食生产稳面积提产能，全力稳

住农业基本盘，保障粮食供应，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条

底线，确保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根据《重庆市

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 2022 年稳定发展粮油生产的指导意见》（渝

农发〔2022〕12 号），研究制定本方案。

一、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产

（一）稳定粮食种植面积。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保障

粮食安全，稳住面积是关键。坚决完成 144.68 万亩粮食播种任

务。严格落实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措施，抓好油菜、春马铃薯、豌

胡豆等小春作物生产，坚决打赢保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以稳水稻、

玉米、红薯，扩大豆、油菜、高粱为重点，严格落实种植任务，

建立任务清单，尽快细化分解落实到村社，坚决完成目标任务。

原则上去年种粮的耕地，今年仍要种粮。最大限度挖掘撂荒地、

间套作潜力，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块发展一季再生稻、再生高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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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点推广晚中稻－油菜、高粱－油菜、林下种植红薯（大豆、

胡豆等）、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模式，利用冬闲田扩种油

菜、大豆，提高复种指数。

（二）攻坚克难扩种大豆油料。国务院召开专题会议，特别

研究大豆油料供给安全，明确要把扩大大豆油料生产作为今年必

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重点做好在土油菜的肥水管理，确保油

菜籽丰收到手。调剂调配好良种，协调做好农机改装配套，推动

技术模式熟化本地化，全面落实我区 5000 亩扩种大豆和推广应

用 500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任务，积极发展经果林

下大豆种植。加强生产调度，围绕大豆扩种建立到户、到田台账，

实现随时可调度、可检查、可随访。同时，谋划好下半年油菜产

业发展，多措并举，坚决完成油料扩种这场硬仗。

（三）持续调优粮油种植结构。在稳定粮油种植面积的同时，

不断调优品种结构。加大力度推广米质达到部颁二级及以上优质

稻品种、含油率 43%以上的油菜品种、蛋白含量 42%以上的大

豆品种。因地制宜发展再生稻、优质酿酒高粱、鲜食红薯、鲜食

糯玉米及青贮玉米等特色作物。抢抓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

打造以水稻、高粱为核心的巴蜀鱼米之乡优质粮油产业带。加快

推进高粱产业园基地建设。力争特色效益粮油年增 2 万亩以上。

（四）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进一步摸排辖区内耕地撂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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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时更新分户台账，在 4 月中旬前以村为单位对耕地撂荒农

户张榜公示。对撂荒地，按规定暂停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坚

决杜绝 5 亩以上集中成片撂荒情况发生，一旦发生，限期制定整

改措施，并立即组织开展复耕复种。重点做好 2021 年已统计录

入国家调查系统撂荒地的复耕复种，今年完成比例不得低于

40%。分类制定复耕复种措施，合理采取“农户自行恢复一批、

社会力量帮扶恢复一批、村集体流转或托管盘活恢复一批、工程

建设措施恢复一批、财政资金补助恢复一批”的“五个一批”措施，

严格打表序时推进。引导和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托管或流转

撂荒地的方式，按宜机化标准开荒种粮，区财政给予一定补贴。

加强撂荒地复耕复种后的管护，明确管护主体、责任和标准，避

免二次撂荒。区级统一制定《撂荒地复耕复种责任告知书》，进一

步明确承包户应尽职责和义务，强化镇村管理和监督责任，严格

控制增量。

（五）全力培育种粮主体。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培养农村

致富带头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技术发展有机衔接。充分发

动村集体经济的力量和优势，整合零散土地，发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推进代耕、代种、代管、代收等土

地托管服务。区级每年评选一定数量的种粮标兵，在高质量发展

资金中给予一定奖励。对种粮规模达到 25 亩及以上的种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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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在国家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基础上，按照每亩 230 元的标

准，给予差额补助。对种粮规模达到 200亩及以上的种粮主体，

除按规定兑付每亩 230 元的大户补贴外，在现有社会化服务补贴

政策基础上，区财政再给予社会化服务每亩 50 元的补贴，社会

化服务补贴最高不超过 180 元/亩。鼓励普通农户加入村集体进

行规模经营，推进全区粮食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标

准化发展。

二、多措并举提高粮食生产水平

（一）扎实推进粮油单产攻关及品质提升。按照市级统一部

署，在全区 20 个重点产粮镇，以水稻、玉米、大豆、红薯、高

粱、油菜为重点作物，实施粮油单产提升攻关“百千万”示范行动，

建设示范片 26 个，其中万亩示范片 1 个，千亩示范片 5 个、百

亩示范片 20 个。加强粮食作物新品种和生产新技术试验示范推

广，通过重大技术集成和重点科技攻关，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应用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富硒标准化生产等增产提质技术，以

扩种大豆、蓄留再生稻等为重点，开展富硒粮油绿色高质高效示

范 2 万亩，带动主要作物生产水平和品质提升，促进全区大面积

平衡增产增效，确保完成 64.14万吨的粮食产量目标任务。区财

政安排 400 万元用于示范片建设。

（二）提升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严格落实中央财政农机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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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补贴政策，做到应补尽补。积极推进农机购置补贴线上办理。

在国家和市级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目录基础上，建立区级农业机械

购置补贴目录。对进入国家和市级补贴目录的农机具，在国家农

机购置补贴基础上，区财政按购机公允价格的 40%进行差额补

足；只进入区级目录的，区财政按购机公允价格的 40%进行补贴。

结合宜机化农田面积扩大实际，调整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支持配

置一批大中型农机具，促进多种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2022

年全区计划实施粮油作物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 3.4 万亩，全年农

作物耕、种、收机械化作业面积共 320 万亩以上，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60%以上。

（三）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区级组织近百名农技人员，成立

30 个技术指导组，继续开展春耕助耕行动。及早制定防灾减灾

应急预案，强化减灾补损技术指导服务，防范春旱、倒春寒、高

温伏旱和低温连阴雨等危害。深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

代化肥技术、富硒标准化生产技术等，带动全区化肥减量增效。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巩固提升产能

（一）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为重点，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

集中连片整村整镇成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宜机化改

造，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压实镇街建后管护主体责任，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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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高标准农田全部用于粮食生产要求，坚决完成好建设 8 万亩

高标准农田和 0.8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以及 0.3 万亩农田宜

机化示范改造任务。

（二）切实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严格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高标准推进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工作，积

极推广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土壤改良、有机肥施用、深耕深松

等耕地质量提升技术措施，加快构建化肥减量增效长效机制，开

展酸化土壤治理示范 2 万亩，稳步提升耕地基础地力。稳步开展

全区 19 个耕地质量监测点的监测管理、取土化验、农户施肥调

查、肥效试验示范。继续做好粮食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推进耕地

数量、质量并重，夯实生产能力。

（三）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坚决

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确

保耕地主要用于粮棉油糖菜和饲草料等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

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来种粮食。建立辖区内

耕地“非粮化”台账，重点是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区域。在国家规

定时间之前的耕地“非粮化”问题，根据实际稳妥有序推进整改，

严防耕地“非粮化”增量，若有发生立即制定措施加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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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步提高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

（一）推进科学防灾减灾。要做好防“倒春寒”、防春旱工作，

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

技术指导服务，落实好关键技术，引导受灾农民改种、补种。加

密灾害调查频次，做好油菜菌核病、稻水象甲、高粱炭疽病、草

地贪夜蛾等病虫害的监测预警防控工作，及时掌握各地受灾情

况，根据灾害发生程度，及时派出技术力量开展生产指导。建立

健全区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制度，加强储备种子质量监管，确保

生产用种质量安全，支持粮食灾后恢复生产和应急扩种。

（二）提高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率。加大力度开展农业政策

性保险宣传工作，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落地，增加水稻、高粱、

油菜、玉米、马铃薯种植农户保险投保率，增强农户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降低损失。2022年计划实施水稻农业政策性保险 14.9

万亩，油菜农业政策性保险 1.4万亩，玉米农业政策性保险 0.4万

亩，高粱农业政策性保险 0.5万亩，马铃薯农业政策性保险 0.2万

亩。

（三）做好重大病虫害防控。严格落实重大病虫害防控责任

和措施，按照不发生大面积连片成灾的要求，组织开展“两增两

减”虫口夺粮促丰收行动，增加统防统治、绿色防控覆盖率，减

少病虫危害损失、化学农药使用量，力争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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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突出抓好草地贪夜蛾防控，提早做

好防控物资准备，在现有的石蟆、李市、油溪 3 个群众测报点的

基础上新增 1－3 个测报点，进一步加密测报网点。依托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资金及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试点项目等，进一步

推广水稻二化螟性诱、柑桔实蝇食诱、金龟子绿僵菌、印楝素等

理化诱控和生物防治绿色防控技术，实现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

盖率达到 43%以上。推广应用植保无人机等先进施药机械，实现

粮食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突破 42%。

五、切实增强保障能力

（一）严格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产粮大县奖励资金重点用于

粮食生产相关领域，产油大县奖励资金要全部用于油料生产，整

合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粮食生产，农业项目资金向粮食生

产功能区倾斜、产油大县奖励资金全部用于油料生产。严格通过

“一卡通”及时兑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及种粮大户补贴。

（二）做好农资供应保障。紧盯种子等重要农资储运和流通

环节，不得随意以防疫为借口拦截农资运输车辆，保障农业生产

资料物流畅通，确保农资及时进村入户。开展种子市场专项检查，

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种子和品种侵权违法行为。扎实开展农资打假

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行为，会同相关部门维护市场

秩序，加强农资质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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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财政资金管理。严格财政补贴资金监管，严禁截

留、挪用、套取补助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对发现的违法违纪行

为，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企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村社等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行为，一经发现将移

交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四）健全粮食生产考核机制。切实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发挥粮食安全考核“指挥棒”作用。强化粮食安全考核结果

应用，将粮食“两稳”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范畴，激发稳定

发展粮食生产的内生动力。加强对粮油单产提升攻关示范创建的

考核，既要考核面积也要考核单产。对超额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的

镇街通报表扬，并在相关支持政策和资金安排予以倾斜。对存在

没有完成粮食生产任务、辖区内有 5 亩以上集中成片撂荒地、新

增“非粮化”问题限期整改不力等情况的镇街，区政府主要领导约

谈镇街主要负责人。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江津区 2022年各镇街粮食生产及扩种大豆目标任务清单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11 -

附件

江津区 2022 年各镇街粮食生产及
扩种大豆目标任务清单

序号 镇街
粮食生产 扩种大豆

面积（万亩） 产量（万吨） 面积（亩）
1 几江街道 0.22 0.09
2 德感街道 0.94 0.41
3 双福街道 0.33 0.15
4 鼎山街道 0.55 0.23
5 圣泉街道 0.91 0.41
6 油溪镇 8.66 3.81
7 吴滩镇 5.00 2.43 200
8 石门镇 6.19 2.65 980
9 朱杨镇 4.47 1.99 100
10 石蟆镇 12.41 6.41 350
11 永兴镇 8.17 3.55 50
12 塘河镇 2.51 1.13 100
13 白沙镇 14.26 6.63 400
14 龙华镇 5.37 2.22
15 李市镇 8.99 3.94 400
16 慈云镇 2.58 1.09 200
17 蔡家镇 10.62 4.34 600
18 中山镇 3.22 1.52 100
19 嘉平镇 4.59 1.86 70
20 柏林镇 5.50 2.26 350
21 先锋镇 7.16 3.17 400
22 珞璜镇 3.90 1.87
23 贾嗣镇 5.60 2.47 200
24 夏坝镇 1.85 0.76
25 西湖镇 8.00 3.37 100
26 杜市镇 5.31 2.19 100
27 广兴镇 1.77 0.80
28 四面山镇 1.17 0.42 100
29 支坪镇 3.59 1.63
30 四屏镇 0.84 0.34 200

合计 144.68 64.14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