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耕地质量

提升、渔业资源保护、草原保护利用补助奖励、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等方面的支出。

一、支持耕地质量提升

（一）加强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一是开展化肥减量增效示

范。在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县协同开展化肥减量增效示

范，引导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科学施肥技术服务，支持农

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用化肥减量增效新技术新产品，着力解

决化肥使用过量、利用率不高的突出问题。继续做好取土化验、

田间试验、配方制定发布、测土配方施肥数据成果开发应用等测

土配方施肥基础性工作。二是开展退化耕地治理。在耕地酸化、

盐碱化较严重区域，集成推广施用土壤调理剂、绿肥还田、耕作

压盐、增施有机肥等治理措施。继续做好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

评价与补充耕地质量评定试点工作。三是加强生产障碍耕地治

理。在西南、华南等地区，针对不同耕地生产障碍程度，结合作

物品种、耕作习惯等，因地制宜采取品种替代、水肥调控、农业

废弃物回收利用等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克服农产品产地环

境障碍，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二）统筹推进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和保护性耕作。贯彻落

实《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 年）》，聚焦 83 个

黑土地保护重点县，集中连片开展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重点推

广秸秆还田与“深翻+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技术模式，推进黑土

地核心区提质培肥集中连片示范。继续稳步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



性耕作行动计划，支持在适宜区域推广应用秸秆覆盖免（少）耕

播种等关键技术，鼓励整乡整村整建制推进，使保护性耕作成为

东北适宜区域主流耕作技术。

（三）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立足资源禀赋、突出生态保

护、实行综合治理，进一步探索科学有效轮作模式，重点在在东

北地区推行大豆薯类—玉米、杂粮杂豆春小麦—玉米等轮作，在

黄淮海地区推行玉米—大豆或花生—玉米等轮作，在长江流域推

行稻油、稻稻油等轮作，既通过豆科作物轮作倒茬，发挥固氮作

用，提升耕地质量，减少化肥使用量，又通过不同作物间轮作，

降低病虫害发生，减少农药使用量，加快构建绿色种植制度，促

进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同时，继续在河北地下水漏斗区、黑龙江

三江平原井灌稻地下水超采区、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地下水超采区

实施休耕试点，休耕期间配套采取土壤改良、培肥地力、污染修

复等措施，促进耕地质量提升。

二、加强渔业资源养护

（一）开展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各有关省份要统筹用好

过渡期补助资金，扎实做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工作。在各有

关省份自查基础上，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开展长江禁捕退捕财

政补助资金监督检查，推动资金落实到位，安全规范有效使用。

强化长江禁捕退捕资金落实情况定期调度，督促指导地方切实做

好资金保障等相关工作，巩固长江禁捕退捕成果，确保“十年禁

渔”有效实施。

（二）实施重点水域渔业增殖放流。在流域性大江大湖、界

江界河、资源衰退严重海域等重点水域开展渔业增殖放流，适当

增加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生生物放流数量。保障放流苗种质量

安全，推进增殖放流工作科学有序开展。



三、启动实施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启动实施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扩大政策实施

范围，将已明确承包权但未纳入第二轮补奖范围的草原面积纳入

此轮补奖范围。各有关省份负责补奖政策的具体组织实施，要因

地制宜细化方案，结合实际科学确定具体补奖标准和发放方式。

实施“一揽子”政策的半农半牧区省份可支持推动生产转型，提

高草原畜牧业现代化水平。

四、强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聚焦畜牧大省、粮食和

蔬菜主产区、生态保护重点区域，优先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东北黑土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地

区等，选择基础条件好、地方政府积极性高的县（市、区），整

县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以县为单位构建粪肥还田组织运

行模式，对提供粪污收集处理服务的企业（不包括养殖企业）、

合作社等主体和提供粪肥还田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给予奖补

支持，带动县域内粪污基本还田，推动化肥减量化，促进耕地质

量提升和农业绿色发展。

（二）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

动，实行整县集中推进。各地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地区，坚持

农用优先、多元利用的原则，培育壮大一批秸秆综合利用市场主

体，激发秸秆还田、离田、加工利用等各环节市场主体活力，探

索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模式和秸秆综合利用稳定运行机制，打

造一批产业化利用典型样板，积极推进全量利用县建设，稳步提

高省域内秸秆综合利用能力。加强秸秆资源台账建设，完善监测

评价体系。在东北地区重点聚焦耕地质量提升，促进秸秆还田增

碳固碳。



（三）推广地膜回收利用。加快建立地膜使用和回收利用机

制，继续在内蒙古、甘肃和新疆支持整县推进废旧地膜回收利用，

鼓励其他地区自主开展探索，建立健全完善废旧地膜回收加工体

系，推动建立经营主体上交、专业化组织回收、加工企业回收、

以旧换新等多种方式的回收利用机制，并探索“谁生产、谁回收”

的地膜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严格市场准入，禁止生产使用不达

标地膜。支持有条件地区集中开展适宜作物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替

代和新疆棉区机械化回收农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