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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吉林省各

级财政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坚持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财政支出的首选项和优

先级，强化政策供给、资金落实和机制建设，努力让中

国饭碗多装“吉林粮”。

高位推动、系统谋划，健全财政资金保障机制

2021 年以来，吉林省率先谋划启动国家粮食安全

产业带建设，出台了加强粮食生产 30 条措施、黑土地

保护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省财政不断深

化对粮食安全极端重要性的认识，算好政治账、经济

账、长远账，一方面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粮食补贴支

持政策，稳定种粮农民收益预期，调动产粮大县重农

抓粮积极性 ；另一方面下大力气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将粮食稳产增产作为重

点保障事项。两年来共筹措拨付相关资金 667 亿元，年

均增长 15%，为全省粮食总产连续两年超过 800 亿斤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完善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让增粮有底气。

持续将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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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政府债券等资金来源，

积极拓宽财政支农投入渠道。2022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农林水支出 515.5 亿元，同比增长 11.5%，高于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增幅 2.1 个百分点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18.8 亿元，支持 240 多个涉农项目 ；土地出让收入用

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 8% 以上。

二是完善支农资金分配激励机制，让抓粮有动力。

省级在测算分配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财

力性转移支付时，充分考虑产粮大县“三保”保障水平

低等实际困难，给予倾斜支持。因素法测算分配涉农

资金时，充分考虑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等因素，将

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资金向产粮大县倾斜。发挥现代农

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示范

带动作用，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产地集中，向县域下

沉，把更多加工增值收益留在县域和乡村。

三是完善支农资金引导撬动机制，让种粮有保障。

优化创新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方式，对于竞争性、市场

化、产业类项目，坚持竞争中性原则，综合运用股权基

金、担保费补助、保险保费补贴、贷款贴息等手段，吸

引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筹措拨付政策性业务担保费

用补助 1.6 亿元、农担贷款贴息 2.2 亿元，撬动信贷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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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22 亿元。筹措拨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29.6

亿元，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品”，提供

“三农”风险保障额度达 1546.8 亿元。设立乡村振兴产

业基金等，累计注资 5 亿元，采取市场化方式助推农业

全产业链发展。

四是完善支农支出长效监管机制，让保粮有责任。

围绕加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全生命周期监管，健全项

目建设标准、资金管理使用、信息公开、绩效管理的制

度体系。综合运用定期调度、通报排名、联合督导等措

施，狠抓市县涉农资金支出，对高标准农田、黑土地保

护等重点项目资金实行提级管理，提请省政府主要领

导约谈排名靠后市县，有效加快了支出进度。对各项

惠农补贴兑付情况进行全程监控，及时发放玉米大豆

和稻谷生产者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

民一次性补贴。

主动作为、靠前发力，突出支持粮食生产关键环节

围绕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产粮大县

为依托，重点支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品”等

关键环节。

在良田建设上，拨付黑土地保护相关资金 124.2

亿元，同比增长 20.8%。优先支持在产粮大县按照亩均

投入不低于 3000 元的标准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进

一步优化提升“梨树模式”，推广保护性耕作面积 3547

万亩。

在良种培育上，投入资金 6.7 亿元，深入实施种业

振兴工程，加快推动种质资源创新平台、生物育种联

盟、良种繁育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转基因

作物产业化应用试点建设。设立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开展“强种贷”业务，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在良机应用上，结合吉林实际“优机优补”，及时

调整优化农机购置补贴结构，提高免耕播种机等先进

适用农机的补贴标准，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农

机装备水平。积极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

试点，加快补齐农机装备短板。

在良法推广上，采取“揭榜挂帅”、后补助等方式，

支持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示范推广。多渠道

筹集资金，支持市县推广应用“深翻 + 增施有机肥”、

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加大科学安全储粮资金投入，

通过推进庭院立体储粮、建设集中储粮点等措施开展

“地趴粮”整治，实现节粮减损增收。

在良品打造上，统筹各方面资金 72 亿元，支持农产

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十大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树立大农

业观、大食物观，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结合、种养

加一体，立足“大粮仓”，打造“大肉库”“中央厨房”和“吉

字号”农产品品牌，大力拓展粮食安全的层次和范围。

多管齐下、久久为功，持续支持提升粮食产能

为进一步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2022 年吉林省率先谋划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

程，提出到 2035 年实现 1000 亿斤粮食产能目标。下一

步，省财政将进一步完善政策设计、优化支出结构、加

强资金统筹，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一是支持后备耕地资源开发利用，加快盐碱地等

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建设，推动新增和改

善耕地 365 万亩，用好中央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资金。

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争取利用国家相关政策性

贷款，探索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

入专项债券支持范围。

二是支持现有耕地产能挖潜，提高农田建设水平，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平台，加强相关项目规划、设计

和实施全过程的统筹衔接，实现资金集中投入。集成

秸秆覆盖少免耕、秸秆深翻（碎混）还田、有机肥还田

等综合技术模式，升级打造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示范区，

不断提升粮食单产水平。

三是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体系，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和各类示范主体创

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通过担保

费补助、保险保费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方式，帮助主体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扩

大农业卫星遥感应用，开展智慧农场建设试点，推动

经营主体管理系统全面数字化，提升粮食安全气象保

障能力。

责任编辑  李艳芝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不同比例缩放
     旋转：                逆时针方向
     尺寸： 8.310 x 10.670 inches / 211.1 x 271.0 mm
      

        
     0
            
       D:20230829153706
       768.2400
       Blank
       598.3200
          

     Tall
     1
     0
     747
     284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CCW
     Separate
            
                
         AllDoc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89
     92
     91
     92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