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创新支农机制推进农业现代化

以示范区建设为重点  
积极推进全程农业机械化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地处东北地区中部、松嫩

平原腹地，是全国 13个粮食主产省

份之一，耕地总面积 8311万亩，其中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6700万亩。玉米

是吉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达 4570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55% ；水稻是吉林省第二大粮食作

物，种植面积 1158万亩，占全省耕地

总面积的 14.3% ，在吉林省全面推进

玉米和水稻生产全程农业机械化进

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

2007年，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吉

林省以全程农业机械化示范区建设

为重点，全面开展了以提升现代农机

装备水平、现代农业生产作业水平和

关键环节作业能力为主线的全程农

机化示范区建设工程。

一、制定规划，规范运作

吉林省计划用 5 年

时间，在全省玉米、水稻

等主要粮食作物主产区

30 个县（ 市 ）建设总规

模为 2000万亩的玉米、

水稻耕种收等主要生产

环节全程机械化生产示

范区。建设主体为农机

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组

织（ 包括农机生产合作

社、农机作业协会、农机

作业公司、农机租赁公司、农机作业

队、龙头企业基地）两种模式。投资

规模为 46.6 亿元，补助标准按照中

央、省与农民自筹 5：5的比例计算，

对农民使用银行贷款解决自筹资金

部分，其贷款应支付的利息省财政按

有关规定给予贴息补助。示范区建

设完成后，预计主要粮食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将达到 80% 以上，

全省综合机械化水平将达到 65%。

将建设全程农机化示范基地 3000个

以上，示范区内 50% 耕地由示范基

地覆盖，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

现粮食增产 8.8亿斤，节本增效 19.12

亿元，预期转移劳动力 20万人。

二、明确责任，加强管理

吉林省农机化示范区建设总体

上实行省县共建、地方主抓、协同

推进的实施机制。具体实施过程中，

按照政府推动、政策扶持、项目带

动和农民自主的基本原则，阳光操

作、程序规范。一是在资金管理上，

示范区建设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由省

财政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集中支付，

场库棚建设资金和农民贷款贴息资

金由省财政拨付县（市）财政，由县

（市）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拨付。二是

在资金整合上，加大农机化资金投

入力度，多方面筹措资金，整合部门

资金、信贷资金，吸引社会资金，建

立以政府为引导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发挥资金的整体效益。良种补贴、

农业增产三项技术补贴、农村劳动

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等专项资金也

重点向农机化示范区倾斜。三是在

农机具采购上，通过招投标的办法

确定供应商，采取目录选

择、省级集中政府采购的

方式，确保监管有力，做

到操作过程透明，保证

示范区建设农机具产品

的质量性能。四是在制度

建设 上，加强示范区农

机标准化建设，制定建设

标准、作业质量、机具管

理、经营核算等一系列规

章制度，保证示范区建设

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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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重点，加大投入

为确保重点投入，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吉林省在全程农机化示范区

建设资金安排和使用上坚持做到“五

个突出”：一是突出粮食主产区，根

据全省各县（ 市）农机装备基础状

况、农民的积极性和自筹能力，示范

区建设以中部土地集中连片的产粮

10 亿斤以上大县为主；二是突出民

办公助，以新农村试点村镇农户、农

机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组织为主；

三是突出主要粮食作物，以玉米和水

稻为主；四是突出集中投入、规模经

营、示范带动，逐年建设，稳步推进；

五是突出农机化新技术，以实施保护

性耕作和机械化旱作农业技术为重

点，实现结构优化、先进实用、运行

高效的目标。

2007年是吉林省实施全程农机

化示范区建设的第一年，为全力支持

示范区启动建设，加快推进全程农

机化进程，省财政积极筹措资金，加

大投入力度，在国家补助基础上，又

筹措安排全程农机化示范区建设专

项资金 1.1亿元。一是用于农机购置

补贴、项目建设等专项资金4400万

元；二是安排示范区场库棚建设补

助资金 4000万元，平均对每个农机

专业合作组织（农机大户）给予场库

棚建设补助 8万元，用于大中型农机

具停放、维修等场库棚建设，注重加

强农业机械化基础设施建设；三是

安排关键环节农机具研发资金 2000

万元，用于支持科研院（所）、大专院

校、重点农机企业以及农机推广单位

等开发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的农机

具研发项目，注重提高农业机械化自

主创新能力；四是安排工程建设培

训费和管理费 600万元，注重提高工

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素质，确保示范区

建设资金需要。

通过全程 农机 化示范区 建设

的试点示范和购机 补贴政策的引

导，农民投资农机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农机装备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农机作业水平、社会化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促进了农业由分散经营向

规模经营、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

的转变，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

率，促进二、三产业和劳务经济的

发展，最终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

的。2007 年，全省共完成示范区建

设面积 200万 亩；建设平均 4000

亩规模的全程农机化示范基地 500

个；扶持各类农机专业合作组织达

到 566 个，比上年增加 132个；全

省农机固定资产超过 10万元的农

机大户达到 7450 个，比上年增加

1220 个；示范区 60 % 的耕地由农

机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组织覆盖，

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购置大型

拖拉机及配套农具、玉米收获机、

水稻插秧机、水稻收获机等5000台

（套）；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到 70 % 以上；新增转移农村劳

动力 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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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节能减排与可持续

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4 月 28—29 日，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

基金 管理中心和美国 江森自控 公 司在北京联

合举办了“2008中国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论

坛”。财政部部长助理 朱光耀出席开幕式并讲

话。来自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

境保 护部等政府部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高校以 及 江森自控、世界银行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的代表，共同探讨了中国节能减排与可持续

发展等重要问题以寻求有效解决方案，论坛取

得了圆满成功。

（本刊记者  刘慧娴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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