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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具体的补贴形式上可考虑以项目申报为主。

第三，注重并完善“强基础、亲环境、重科技、

调结构、抗风险”类财政支粮政策的实施。一是继

续强化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管护的财政投入，减少

粮食主产区的资金配套，对于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可

采取“以奖代补”形式鼓励自行投资兴建；二是制

定并实施与绿色高质粮食品种生产、低残留农药使

用、地力维护等相挂钩的有助于农业生态和粮食质

量安全的粮食生产行为的奖励性补贴政策，逐步加

大对“亲环境、重质量”粮食生产行为的补贴力度，

确保“藏粮于地”；三是持续补贴扶持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继续加大财政对于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及

应用的投入力度，尤其是涉及粮食种业、病虫害防

治、测土配方施肥、灾害防治及预警等领域，保障

“藏粮于技”战略的实施；四是探索实施粮食结构

调整补贴，引导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挥典型示范作

用；五是注重对承保机构的补贴扶持，以财政注资

保费、税收优惠等多种形式引导承保机构扩大保险

范围、降低理赔门槛、加大理赔额度、创新保险方

式、简化理赔流程，减轻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主

体遭遇的自然风险损失。此外，探索实施针对粮食

市场风险的保险补贴，如粮食价格风险补贴、粮食

生产者收入风险补贴等。

第四，加大财政支粮政策宣传与资金管理，强

化对政策效果的评估与问责。一方面，利用媒体、

培训、宣讲等形式在新型粮食经营主体中广为宣

传，提高其对于财政支粮政策的知晓度，加强对项

目扶持资金的管理，严格立项评审、中期考核与结

项验收，并公开公示；另一方面，强化对财政扶持

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与问责，建立政策效果评价指

标体系，筹建囊括业务主管部门、学界专家、社会

评估机构等在内的评估专家库，通过匿名共评方式

强化政策效果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造成财政资

金严重浪费或低效使用的责任人实施问责。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粮食安全背景下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支持政策

效果及优化研究”（批准号：17YJC790207）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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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三级财政联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樊哲 刘冬梅 赵海斌｜摄影报道

4 月 28 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第十一党支部与包头市财

政局、土右旗财政局经济建设对口科室，在内蒙古大青山党性

教育基地开展了“铭记历史，圆梦中华”三级联动主题党日活

动，先后参观了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司令部纪念馆、敕勒川博物

馆廉政教育基地和美岱召乌兰夫早期革命纪念馆等，并通过重

温入党誓词和重走抗战路等多种形式，感受峥嵘岁月的战火硝

烟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提升了党性修

养，又坚定了理想信念，激励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在新时

代下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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