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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财政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害是抓好种子

和耕地。河南财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紧紧围绕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不断

健全投入机制，突出优先保障，加强政策联动，强化

资金管理，助力河南粮食总产量连续 7 年超过 1300

亿斤，用不足全国 1/16 的耕地，贡献了 1/10 的粮食、

1/4 的小麦，确保了“中原粮仓”仓廪丰实，为国家粮

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高标准农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从

2019 年起，河南省统筹运用中央和地方两个资金来

源渠道，对高标准农田按照 1500 元 / 亩的标准予以

支持。随着中央财政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2020 年，

部分县市开始同步探索提升档次，建设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2023 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决定，支持市县

按照亩均不低于 4000 元的标准开展示范创建，打造

高标准农田“升级版”。截至 2023 年，河南省高标准

农田达到 8585 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76.2%。

认真落实支出责任。河南省政府明确，高标准

农田建设资金地方负担部分按照省、市、县 6 ：2 ：2

的比例分担，省财政承担地方投入主要责任。2019

年以来，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河南省财政统

筹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央资金 365.9 亿元、省级资金

131 亿元，支持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3291 万亩，

修复灾毁高标准农田 573 万亩。

用足用好政府债券资金。在严格政府债务管

理、切实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市县积极谋划高

标准农田专项债券项目，2023 年发行政府专项债

券 41 亿元，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205 万亩 ；

争取中央特别国债资金 63.3 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270 万亩。

引导撬动政策性银行贷款。对国有企业及其他

市场主体从银行合法合规获取的用于建设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的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据统计，2023

年省农发行等审批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贷款约 67 亿

元，投放贷款 9.4 亿元。

支持种业创新，打造农业“芯片”

河南省把支持种业振兴、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强

省摆在突出位置，提供坚实财力保障。全省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 64.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6 个百

分点，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7%、畜禽良种

覆盖率达 90% 以上。

做实“资金 + 政策”，支持建设高水平种业创新

平台。2018 年以来，河南省财政累计安排省级资金

17.51 亿元，支持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国家

小麦技术创新中心等“中原农谷”区域内的创新平

台建设，组建一流创新团队，并在科研经费、人才引

进、创新体制、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倾斜，推动中原

农谷成为国家农业创新核心力量。2022 年 10 月，河

南省政府与中国农科院共建中原研究中心，开展全

方位科技合作，以 5 年为建设周期，每年提供不低于

3000 万元的运行经费，聚焦种业科技前沿开展研究。

目前，相关创新平台 51 项科研项目获得国家三大科

技奖励，小麦、玉米 4 个育种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夏南牛、黄淮肉羊等品种也填补了畜禽领域

育种空白。

做实“普惠 + 激励”，支持打造现代种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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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以来，累计筹措资金 4.4 亿元，保护基础性公

益性农业种质资源，调动种业企业、制种大县、科研

院所积极性。一是支持良种培育攻关。筹措省级资

金 9061 万元，支持全省 27 家种业企业联合优势育

种创新团队，围绕农作物、畜禽、水产、食用菌等 4

大类 19 个品种，培育一批高质高效新优品种。二是

落实制种大县奖励。争取中央资金 3.1 亿元，支持 15

个制种大县开展制种基地建设、制种监管、新品种

试验示范、仪器设备购置等，发展种业产业。三是支

持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省级安排资金 4220 万元，支

持省农科院、省种业中心等广泛开展农作物种子抗

性鉴定和品质分析、新品种示范展示、种子风险储

备、优良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利用、种业普查等。

做实“财政 + 金融”，撬动社会资本支持种业发

展。创新投入方式，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一是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培强扶

优种业产业。2022 年，设立总规模 30 亿元、首期规

模 10 亿元的“中原农谷”投资基金，助力“中原农谷”

产业培育 ；与国家种业基金合作，设立总规模 30 亿

元的河南省现代种业产业发展基金，首批已到位资

金 3.18 亿元，目前已对 126 家企业进行尽调。同时，

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等 5 只省级涉农政府投资

基金累计到位资金 62.21 亿元，投资项目 169 个，培

育了一批种业核心企业。二是建立风险分散机制。

2021 年起，在鹤壁、新乡等小麦制种产业集中区开

展小麦制种保险，每亩保险金额 1000 元，涵盖小麦

制种生产总成本。2022 年，开展小麦制种保险 23.08

万亩，提供风险保障 2.3 亿元。三是指导省农信担保

公司研发“良种担（小麦）”产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解决融资难题。截至 3 月底，

河南省种业及其上下游累计融资担保 383.75 亿元、

在保 96.78 亿元。

认真落实保护补贴政策，调动种粮积极性

及时足额发放惠农补贴。2019 年以来，河南省

共对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533.9 亿元，年均补贴金额 106.7 亿元，补贴标准 97

元 / 亩。落实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 79.7 亿元、省级

资金 7.4 亿元，优先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和农业

绿色发展机具的补贴需求，提高粮食生产全程机械

化水平。2023 年，河南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到 87%。2021 年到 2023 年，先后向实际种

地农民发放中央财政一次性补贴 66.17 亿元，缓解农

资价格上涨对种粮成本的影响。针对补贴涉及部门

多、政策项目多问题，落实监管责任，依托居民社保

卡和信息系统，及时向社会公开补贴政策清单，实

现每个县区一张清单和动态管理。2023 年，全省通

过“一卡通”系统发放惠民惠农补贴 544.9 亿元，发

放成功率达 99.99%，有效保障了惠民惠农补贴及时

兑付、直达群众。

认真落实粮食大县奖励政策。2020 年以来，累

计下达中央财政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116 亿元，对 108

个国定产粮大县和 5 个省定产粮大县予以奖励，缓

解产粮大县财政困难，助力粮油产业发展。

支持提升粮食生产管理水平，促进粮食增产增收

2023 年，河南省财政统筹粮油生产保障、农业

防灾减灾、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升等中央财政涉农

资金 13.6 亿元，支持加强粮食生产管理。一是整建

制开展小麦、玉米、大豆等重点粮油作物绿色高产

高效行动，推行种植品种、肥水管理、病虫防控、技

术指导和机械作业“五统一”，实现增产增收。二是

支持依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培育“耕种收”一体的新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组织，集成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打造

规模化高产示范主体。三是落实小麦“一喷三防”补

助政策，支持在小麦生产中后期混合使用杀虫剂、

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实现保大穗、增粒重、提

单产。特别是面对十数年未遇的夏收“烂场雨”和秋

收“华西秋雨”不利影响，在农业农村司的精心调度

指导下，及时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防灾减灾资金 4

亿元、保费补贴资金 5 亿元，迅速采取抢收抢烘等措

施，把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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