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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充分发挥财政职能
助力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第二粮仓”
四川省攀枝花市财政局

安宁河谷平原是四川省仅次于成都平原的第二大

平原，涉及攀枝花市和凉山州 11 个县（市、区），这里

土地资源丰富、种植资源良好、特色产业突出，极具发

展潜力和后劲，是名副其实的“天府第二粮仓”。攀枝

花是打造“天府第二粮仓”的主战场之一，守牢耕地保

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对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

府第二粮仓”尤为重要。

全力筹集资金，支持“天府第二粮仓”建设

攀枝花市财政局牢记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健全

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

化投入格局，确保农业农村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2022 年，全市投入农业农村资金 22.98 亿元，较上年增

长 1.1% ；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农林水支出

18.97 亿元，较上年增长 1.4%。积极争取“农业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和“天府粮仓”建设资金，加大对粮食

产业支持力度，实现财政支持“天府第二粮仓”建设投

入稳步增长，确保纳入《攀枝花市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

“天府第二粮仓”行动方案》的重点建设任务落实到位，

助力“天府第二粮仓”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大力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筑牢粮食安全基础

攀枝花市财政局树立打造“天府第二粮仓”必先建

好良田的理念，加大农田建设投入力度，确保新建高

标准农田财政实际投入每亩不低于 3000 元。“十四五”

以来，投入 5.5 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 16.9 万亩 ；筹集资

金 0.45 亿元支持建成 2 个省五星级园区、1 个省三星级

园区、12 个市级园区、14 个县级园区，形成米易县稻

菜现代农业产业园、仁和区“鱼稻共生·粮菜果”示范

基地和盐边县北部“稻粮菜”融合示范区等多层次多类

型园区体系 ；逐步优化农业专项资金支出结构，完善

粮食利益补偿机制，及时兑现耕地地力补贴、实际种

粮一次性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稻谷补贴共 1.79 亿元，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稳中有增。加大实地调研指

导力度，实施定期通报等措施，大幅提升三大主粮投

保覆盖率，2022 年全市三大主粮参保面积 43.4 万亩，

保险覆盖率达 80%，财政承担保费占比达 75%。

大力实施“藏粮于技”战略，提升农业质效和安全

“十四五”以来，攀枝花市财政局围绕“两区三地

一粮仓一门户”定位和现代农业“4+1”产业体系建设

要求，安排 0.6 亿元支持市农林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开展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集成并推广应用产业配套

技术 100 余项，培育大豆、玉米、蔬菜、食用菌、绿肥、

畜禽新品种 26 个，制定涉农地方标准 80 余项。加快推

进喜温蔬菜南繁基地建设，积极开展粮食新品种繁育，

引进袁隆平科研团队，开展第三代杂交水稻超高产攻

关，连续 2 年平均亩产超 1000 公斤。大力实施工厂化

育苗，每年为稻、蔬、烟等产业提供优质种苗 2 亿余株，

全市良种覆盖率 96% 以上。支持市属科研机构加强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建成中国热科

院攀枝花研究院、四川省农科院攀西分院等国家级、

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 90% 以

上。总结推广区域机械化生产模式和社会化服务运行

机制，机械化生产水平稳步提升，目前全市农机总动

力达 72 万千瓦，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60%。

加快实施“三结合”项目，完善水利基础设施

攀枝花市财政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全力支持加

快“水资源配置 + 仁和抽水蓄能电站 + 新能源开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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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项目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三结合项目将攀枝花

现有的平地水库、跃进水库、胜利水库、大竹河水库串

珠联线成网，实现“高水高用、中水中用、低水低用”，

项目涉及全市 20% 国土空间，覆盖 70% 的人口，建成

后将大幅提高清洁能源供给，助力打造“天府第二粮

仓”。积极争取“向水要地”一般债券项目资金 1.67 亿

元，助力安宁河流域打造“天府第二粮仓”。大力推进

安宁河流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全力提升耕地水安

全保障水平。目前，全市建成水利工程 41661 处，水利

工程总蓄引提能力 12 亿立方米，灌溉面积 81 万亩，完

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23 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 53

万亩。

推广“粮经复合”模式，保障粮食安全和助农增收

为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扛稳“米袋子”、丰

富“菜篮子”、鼓起“钱袋子”，攀枝花市财政局加大统

筹力度，通过整合涉农资金、基本建设、商务流通、科

技专项等有效聚合财政资金，通过组织“惠农担·粮油

贷”、落实贷款贴息、实施特色农业保险等有效聚合金

融资本，通过在水利设施、示范基地建设等项目中采

用 PPP 模式聚合社会资本，重点支持粮经复合发展区

域的产业、基础设施、集体经济、科技创新等项目，大

力推广高效合理密植种植和稻菜轮作、粮经多熟、林

下间套作粮经复合模式，已建成稻菜轮作粮经复合基

地 10 万亩，年产蔬菜 45.6 万吨、优质稻谷 6 万吨，每亩

耕地可产出“两千斤稻谷 + 两万斤蔬菜”，亩均收入达

3 万元。同时支持发展“农业 + 文化”“农业 + 教学”“农

业 + 休闲”等融合发展模式，发展和完善稻田摸鱼节、

芒果采摘节等农业特色节庆活动，建成鱼米阳光度假

基地、阿署达、昔格达等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建成

一批农耕文化体验场所。

责任编辑  吕怡慧

遂宁：“真金白银”保障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
仓”样板区建设
四川省遂宁市财政局

仓廪实，天下安。近年来，遂宁市财政局始终牢守

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切实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为全市财政支农工作的头等大事，持续强化投入保

障，全力助推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遂宁样板区

建设，2022 年投入资金 13.85 亿元，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增至 419.95 万亩，粮食总产量突破 28.5 亿斤大关。

坚持“一体推进、加大投入”，财政资金保障坚实有力

聚焦种粮主体，收益保障持续增强。不折不扣地

落实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稻谷补贴、种粮大户补贴等政策性惠农补贴，依托“一

卡通”发放平台，2022 年兑付补贴资金 4.23 亿元，兑付

比例超过 99.5% ；市县财政落实近 1 亿元对撂荒地复

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种粮标兵等予以补贴奖

补，充分调动农民主体种粮积极性。

聚焦藏粮于地，良田良地加快建设。推进高标准

农田整区域示范试点市建设，采取“金融 + 债券 + 地方

财政配套 + 项目整合”的融资模式，两年来市县两级

财政投入 4.44 亿元，保障亩均实际财政投入新建项目

达 4000 元以上、改造提升项目达 3000 元以上，累计建

成 252 万亩。探索撂荒地整治“村集体 + 农户 + 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三方共耕”模式，近两年有效整治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