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农业效益及其

整体竞争力。要用足用好农业科技投

入，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种田

水平，使项目区农业优良品种覆盖率

和先进适用技术普及率明显高于非项

目区。要支持农技服务组织增强服务

能力，推进农科教结合，把项目区建设

成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条件较好

的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并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要用好农业机械这个农

业科技的重要载体，大力推进农业机

械化，争取到 2015年，全国农机总动

力达到 10亿千瓦，主要农机装备数量

稳步增长，装备结构更加合理，区域发

展更加协调，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作物

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0% 以上。

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生产经营

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我

国人多地少，农民比重比较大，农户

经营规模普遍比较小，而且在相当长

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有几亿人口

生活在农村。近几年，尽管农民收入

持续较快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却日趋扩大。农业产业化能有效促

进农业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发展、集

约化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和农产品市

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现

代化的重要抓手。要完善扶持政策，

通过完善贷款贴息、财政补助等扶持

政策，吸引带动金融资本和其他社会

资金增加对农业产业化的投入。特别

是要加强 与农业发展银行及其他金

融机构的沟通协作，逐步加大贷款贴

息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

导作用，帮助产业化龙头企业解决融

资难、发展慢的问题。要突出扶持重

点，进一步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支持力度，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实

现统一品种、统一 机耕、统一 施肥、

统一灌溉、统一机收，解放农村劳动

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生产经

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要探索新

的扶持方式，选择条件适宜的地区，

开展“ 信贷担保”、“先建后补”等试

点工作，进一步探索符合公共财政管

理要求的扶持产业化经营项目的有

效方式。

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加

强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力度，从201 1 年

开始，中央财政将投入资金 134亿元，

在内蒙古、新疆（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

云南8个西部主要草原牧区省（ 区 ），

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改

善草原生态环境，推动畜牧业和牧区

发展，促进牧民增收。实施禁牧补助，

对生态环境非常恶劣、草场严重退化、

不宜放牧的草原，实行阶段性禁牧封

育，中央财政按每亩6元的标准给予

补助。实施草畜平衡奖励，对禁牧区

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在核定合理载

畜量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每亩 1.5

元的标准对未超载放牧的牧民给予奖

励。加强农田林网建设，以西北地区 、

内蒙古、河北坝上等生态脆弱地区为

重点，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草原（场）

建设和土地沙化治理等，为改造中低

产田、建设高标准农出提供重要的生

态屏障。

[图片新闻 ]

新疆：整合支农资金促进

特色产业发展

2010年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中央现代农

业生产发展资金为平台，整合中央及地方相关

专项资金共计81 728万元 ， 着力支持优势特色

产业发展中的关键环节 ， 加大对饲草业和特色

果品产业支持力度 ， 形成优势突出 、 特色明显

的优势特色产业带 ， 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

标准化建设。

（杨晓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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