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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

紧。”2021 年，财政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精神，持续强化财政投入，把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为头等大事，支持重要农产品生产稳定，确保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持续巩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保证粮食安全，关键是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确保需要的时候就能产得出、供得上。为此，财政

部坚持不断完善支持粮食生产政策体系，有效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支持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一是稳定种粮农民收益。2021 年安排资金 1204.85

亿元，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引导鼓励农

民保护耕地地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确保

农民种粮有合理收益、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决策

部署，为有效缓解 2021 年以来农资价格上涨对农民种

粮增支的影响，2021 年 6 月，安排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 200 亿元，释放支持粮食生产积极性信号，调动和

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

二是大力支持种业振兴。继续发挥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平台优势和作用，支持新创建 10 个国家现代种

业产业园，提升现代种业产业全链条发展水平。加大

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投入保障，通过农业相关转移支

付、部门预算等多个渠道，支持开展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和生产性能测定、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等相关工作。

三是支持耕地保护和农田质量提升。2021 年安排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782.8 亿元、部门预算资金 5.02 亿

元，支持全国建设高标准农田 8000 万亩（含高效节水

支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坚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

灌溉），占同期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总量的 80%，

发挥了支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和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安排资金 65 亿元，支持全国 461

个中型灌区约 1300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开展节水改造，

提高农业用水灌溉效率。加大黑土地保护利用支持力

度，安排资金 36 亿元，较 2020 年增加 12 亿元，积极支

持开展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及保护性耕作。同时，会

同相关部门印发通知，支持各地区根据重点任务，按

照“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思路，按规定统筹相关

转移支付和中央基建投资用于黑土地保护利用，发挥

政策集成效应，形成政策合力。

四是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2021 年安排农机购置

补贴资金 190 亿元，比 2020 年增加 20 亿元，支持购置

先进适用农业机械等工作。2021 年 3 月，会同农业农村

部联合印发《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

见》，优先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丘陵山区特色

农业生产以及支持农业绿色发展和数字化发展所需机

具的补贴需要，支持推广使用北斗智能终端设备。

五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围绕粮棉油

糖等重要农产品和当地特色主导产业，集中连片开展

社会化服务。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支持专业服

务公司、供销合作社等各类服务主体，提升服务的市

场化、专业化、规模化、信息化水平。支持江西、湖南

等早稻主产省重点推广早稻生产托管等社会化服务。

支持生猪和其他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一是继续支持生猪稳产保供。落实完善支持生

猪稳产保供政策，提前半年实现生猪产能恢复到正常

年份的目标任务。会同农业农村部等 6 部门联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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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生猪产业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的 意

见》，建立生猪生产

逆周期调控机制。安

排 动 物 防 疫 等 补 助

经 费 68.99 亿 元，对

生 猪 等 动 物 疫 病 强

制免疫、强制扑杀和

养 殖 环 节 无 害 化 处

理工作给予补助。随

着 一 系 列 政 策 措 施

加快实施，全国生猪

生产恢复势头良好，

能繁母猪存栏、生猪存栏连续增长，供应逐步增长，生

猪生产后续动力强劲。

二是支持其他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财政部农业

农村司发挥部内牵头协调作用，建立健全调度机制，推

动落实和完善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相关支持政策，促

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适当扩大玉米

种植面积，稳定大豆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2021 年安排资金 80.05 亿元，有序扩

大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规模，重点支持东北、黄淮

海扩大玉米和长江流域稻油轮作。在河北、山西、内蒙

古等 15 省（自治区），选择产业基础较好的牛（羊）养

殖大县，支持开展基础母牛扩群提质和种草养牛养羊

全产业链发展。实施奶业振兴行动，建设优质苜蓿生

产基地，降低奶牛养殖饲喂成本，提高生鲜乳质量水

平。积极推进实施粮改饲，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重点，

支持牛羊养殖场（户）和饲草专业化服务组织收储青贮

玉米、苜蓿、燕麦草等优质饲草，通过以养带种的方式

加快推动种植结构调整和现代饲草产业发展。在主要

草原牧区省份对符合条件的养殖户进行适当补助，支

持牧区畜牧良种推广。实施蜂业质量提升行动，推动

蜂业全产业链质量提升。安排资金 15.4 亿元，支持广

西、云南推广应用甘蔗健康种苗，推动主产区甘蔗品

种更新换代，提高糖料蔗产量和含糖率 ；支持加强农

机农艺融合，对提高机收生产作业水平的良法推广进

行补助，推进甘蔗机械化加快发展。

支持提升农业防灾救灾减灾能力

一是支持加快实施防汛抗旱能力提升工程。2021

年安排资金 262.53 亿元，支持各地开展中小河流治理、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治等工作，不断提升

各地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安排资金 51 亿元，对各地农

村饮水工程、小型水库、山洪灾害防治设施等小型水

利工程维修养护予以适当补助，确保工程长运行、人

民长受益。

二是支持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分 10 批下达地方

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74 亿元，支持包括河南、山

西、陕西在内的各受灾地区做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

控、防汛抗旱、安全度汛、地震救灾等相关工作，帮助

灾区及时恢复生产生活，实现稳定农业农村发展、减

少农民损失等目标。其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要求，第一时间摸底调

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 5 省秋收及秋冬种

面临的困难，统筹分析研判，及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

报经国务院同意，一次性新增安排 14 亿元资金，对上

述 5 省开展农田排涝、粮食烘干收储，购置燃油、肥料、

种子（苗）等农业生产恢复所需物资材料及服务给予

补助。

责任编辑  李艳芝

农民在田间插补秧苗。蔡宽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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