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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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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 2023 年

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高质量实施的通知》等部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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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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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归纳“榆树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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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市计划实施保

护性耕作 300 万亩。建设玉米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 10 个，

其中市级 1 个、乡镇级 2 个、村级 7 个，建设实施效果监测点 2

个，不断提高作业标准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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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国家和省级补助资金 12000 万元，用于保护性耕作作业

补助、应用基地建设补助和监测点实施效果监测补助。 

三、实施办法 

（一）实施范围 

全市适宜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区域实施，以玉米作物为保护

性耕作推广应用重点，推进探索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实施保护

性耕作技术。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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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地制宜优选本区域技术模式，详细参照《2023 年吉林省保护

性耕作行动计划技术指引》（吉农办机发【2023】9 号）文件执

行。 

  （三）补助方向 

1.作业补助。稳步实施差异化补助，推进“高质多补”，实

施差异化补助，根据秸秆覆盖还田程度具体实际确定档次。 

（1）玉米作物补助标准。秸秆全量覆盖还田（秸秆全量还

田保护性耕作）补助标准每亩不超过 90 元；其它秸秆覆盖还田

率（为一般保护性耕作），补助标准每亩不超过 40 元。 

（2）大豆、杂粮等补助标准。实施免耕播种作业的地块实

行单一档进行补助，补助标准每亩不超过 40 元。 

2.高标准应用基地。高标准应用基地应以秸秆全量覆盖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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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县、乡级应用基地面积不少于 1000 亩，补助标准每亩 150

元。其中，县、乡级应用基地要有技术支撑单位和专家小组开展

技术指导，由农机主管部门委托技术支撑单位和专家小组依托基

地开展数据监测、对比试验、基础研究、培训指导、宣传引导等

技术指导工作。每个县、乡级基地技术指导费用 3 万元，由作业

补贴中提取。村级应用基地面积不少于 500 亩，村级基地技术支

撑单位为市农机主管部门暂不提取技术指导费用，但作业补贴标

准（每亩 120 元）与县、乡基地相同。 

3.实施效果监测点。全市建立保护性耕作实施效果监测点 2

个，由农机主管部门通过签订合同等方式委托技术支撑单位和专

家小组开展保护性耕作实施效果监测工作。监测点的补助资金数

额根据监测机构实际需要，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执行。 

 （四）补助对象 

  作业补助对象为本市范围内实施保护性耕作作业服务主体

（农机作业者）；应用基地补助对象为承担建设任务的实施主体

及技术指导部门，应用基地实施主体由乡镇择优推荐后，市级农

机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原则上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主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具体根据乡镇实际情况确定；检测点补助对象为承

担监测任务的第三方（技术指导部门）实施主体。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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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乡镇 按照相关要求，对保护性耕作实施地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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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查验核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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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机主管部

门根据核验结果向本级财政部门提出资金申请，财政部门审核后

及时拨付专项补助资金。高标准应用基地补助由乡镇核验申报，

市农机主管部门审定后由财政部门拨付。高标准应用基地技术指

导费用和实施效果监测点监测费用由农机主管部门与技术支撑

单位通过签订合同等方式报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专家小组在技

术指导、技术培训、实施效果监测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在技术支撑

单位报销。 

 （六）查验核实 

各乡、镇（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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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保护性耕作，主要依据信息化远

程电子监测方式进行查验核实。 

对于秸秆全量还田（精准条耕）地块，可用人工现场查验秸

秆还田量和覆盖率，作业面积依据信息化远程电子平台为准相结

合的验收方式。 

查验核实要求各乡、镇（街）在当地政府统一组织下，以农

机、农业和财政等部门根据工作实际，信息远程监测平台与现场

核实相结合进行验收，验收后在村级公示，验收并公示后，形成

验收报告和相关报表，及时报送市农机主管部门。 

市农机主管部门负责对各乡、镇（街）检查验收工作的组织

调度、验收进度督导检查和技术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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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作程序 

 （一）落实任务面积。各地按照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年

度工作方案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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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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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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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农机

主管部门）统筹工作调度，在 4 月 20 日至 6 月 6 日期间以周报

形式向省农业农村厅报送保护性耕作实施进度。各乡、镇（街）

于 8 月 30 日前完成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的查验核实工作。 

 （三）补助资金结算。对保护性耕作作业情况核验结束后，

市农业农村局（农机主管部门）根据核验结果向本级财政部门提

报资金兑付申请，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作业补贴、应用基地建设

和实施效果监测点的费用。  

（四）工作情况总结。市农业农村局（农机主管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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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对保护性耕作推广工作

的组织领导，确保完成计划任务、我市成立由市政府主管农业副

市长为组长，农业、财政部门相关领导参加的保护性耕作推进行

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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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 

组  长：闫  伟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王占利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赵云江  市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市农机总站站长及各乡镇（街）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  任：尹树民    农机总站站长 

副主任：闫加永    农机总站副站长 

成  员：菅彦军   裴海河  宋艳荣 

具体分工：市政府负责组织调度各部门、各乡镇落实此项工

作，财政局负责资金保障及拨付工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要负

责保护性耕作的宣传、培训、推广及技术指导工作。乡镇负责具

体任务落实，组织本地机车实施作业，核实本地机车作业地块面

积、质量、统计报表等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调度，汇总上报，

资金请拨工作。 

各乡、镇（街）要建立起政府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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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内部人员配备，

强化推进措施，切实保证规范化开展工作。 

（二）加强基地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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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做好与技术支撑单位和专家小

组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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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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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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效果监测。保护性耕作效果监测工作委托技术支

撑单位和专家小组进行，开展对比试验、数据监测、技术指导、

培训示范、基础研究等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农机主管部门）积

极协助专家小组做好监测工作，签订监测合同，跟踪督导监测工

作开展，协调推进工作落实和资金兑付工作。要保持实施效果监

测长期稳定，监测点要与县级高标准应用基地建设结合起来。对

秸秆覆盖、土壤肥力、作物长势、粮食产量、田间环境和病虫草

害变化等关键数据要与专家小组及时沟通，根据农时季节变化，

加强数据调度，掌握工作进展，确保监测工作做实做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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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加强宣传培训。要充分利用手机、网络、电视、报刊、

新媒体等各种媒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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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县三级、政企社三方”联动培训，各乡、镇（街）要与专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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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深入合作，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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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施县要组织对集中实施区域

乡（镇）主管农业负责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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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加强信息公开。各乡、镇（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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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加强监督管理。各乡、镇（街）要多渠道宣传解读保

护性耕作作业补贴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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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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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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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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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榆树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计划任务分解表 

2.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验收核准单 

3.  2023 年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资金明细表 

4.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及补助情况汇总表 

5.  2023 年保护性耕作高标准应用基地建设及实施效果监测点

情况一览表 

6.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推荐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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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榆树市 2023 年保护性耕作计划任务分解表 

单位：万亩 

序号 乡镇街 计划面积 
市级应用基地 

（个） 

乡镇级应用基

地（个） 

村级应用基地 

（个） 

合计  300 1 2 7 

1 育民乡 10.02   2 

2 红星乡 9.95   2 

3 八号镇 19.32 1   

4 弓棚镇 18.51    

5 太安乡 9.75   1 

6 先锋乡 10.22    

7 五棵树镇 18.83  1  

8 刘家镇 10.25    

9 闵家镇 11.62    

10 秀水镇 11.76    

11 大坡镇 4.72    

12 保寿镇 7.84    

13 黑林镇 14.96    

14 土桥镇 19.71   2 

15 新立镇 13.33    

16 大岭镇 20.23    

17 新庄镇 10.29    

18 于家镇 16.34    

19 泗河镇 9.47    

20 青山乡 5.01    

21 恩育乡 11.47    

22 城发乡 13.79    

23 环城乡 17.64  1  

24 城郊街道 1.15    

25 培英街道 1.94    

26 正阳街道 0.94    

27 华昌街道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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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验收核准单 

乡（镇、街）：                                                                               单 位：亩 

 

 
序号 

 

 
作业地点

（村、组） 

作物及面积  

种 植 户

确认签字 

 

种 植 户

联系方式 

 

农  机 

作 业 者 

确认签字 

 

农  机 

作 业 者 

联系方式 

 

 
备注 

 
 

合计 

 

作物品种 
 

耕作方式 

 

玉米 
 

大豆 
 

杂粮 
 

其他 
 

免耕 
 

少耕 

              

              

              

              

              

              

              

              

......              

验收人员（乡级政府或农业科相关人员）（签字）：                               乡级政府（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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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资金明细表 

乡（镇、街）：                                                                                         单位：亩、元 

序号 
补贴对象名称 

（农机作业者） 

作业地点 作业面积 补助标准 补贴金额 

账  号 联系方式 

（乡、村、组） 合计 
一般

覆盖 

全量

覆盖 

一般

覆盖 

全量

覆盖 
合计 

一般

覆盖 

全量

覆盖 

合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             

验收人员（签字）：                                                    乡级政府（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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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及补助情况汇总表 

乡（镇、街）：                                                                                    单位：万亩、万元、% 

 

乡（镇、街）：（盖章）：               乡（镇、街）财政部门（盖章）： 

乡（镇、街）主管领导签字：                 负责人签字： 

序号 
实施地点

（乡、镇、

街、村） 

作业补助 
应用基地

补助 

监测点

补助 

备注 
实施面积 

补助面积 补助标准 补助资金 

合计 
一般

覆盖 

全量

覆盖 

一般

覆盖 

全量

覆盖 
合计 

一般

覆盖 

全量

覆盖 

              

              

              

              

              

              



 

 - 15 - 

 

附件 5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建设情况一览表 
乡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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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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3 年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推荐备案表 
 

 

备注：1、此表一式二份。市农机主管部门、乡镇（街道）各一份 

基地名称  建设地点  

基地负责人  联系方式  

建 设 规 模

（亩） 
 种植模式  

指导单位  建设时间  

技术指导  联系电话  

申
报
单
位
意
见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
镇
意
见 

 

乡镇负责人签字 ：            （公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农机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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