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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中央、省委市

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字当头，把稳定粮食和扩大油料生

产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采取有力措施，着力

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细化分工，压实责任，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和阶段性目标任务，确保实现粮食、油料生产目标任务。

成立县粮食油料生产领导小组，县委书记佘芝云任组长，县委副

书记、县长夏贤钦任第一副组长，县委副书记唐枝、县委统战部

部长，县委常委、副县长梁恩雄任副组长，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绥宁分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乡村振兴局、县统计局、县供销合作总社、

县气象局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县农业农村水

利局，负责全县粮食、油料生产工作。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要求，努力做好广大农户思

想工作，调动大户的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油料播种面积和产量，

突出水稻生产，强化对稳定粮食生产目标任务的硬约束，保障我

县粮食、油料安全生产。

二、千方百计稳定粮食油料面积产量。重点实现“两稳两扩

两提”，即稳面积、稳产量，扩大豆、扩油料，提单产、提自给率，

高质量完成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33 万亩（其中水稻 26.41 万亩、玉

米 1.92 万亩、大豆 1.8 万亩）、总产 15 万吨的目标。各乡镇要以

县里下达的任务（见附件）为最低保障线，对标对表，层层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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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面积到村到组到户，确保粮食和油料播种面积和产量只增不

减。要专题研究粮食、油料生产工作，落实专班专责，制定实施

粮食、油料生产激励措施。全面推行“三级”办点示范，县委书

记佘芝云在武阳镇创办 1 个万亩杂交水稻制种高产示范片，县委

副书记、县长夏贤钦在李熙桥镇创办 1 个万亩水稻高产示范片，

县委副书记、县委统战部部长唐枝在红岩镇创办 1 个五千亩水稻

高产示范片，县委常委、副县长梁恩雄在唐家坊镇创办 1 个五千

亩杂交水稻制种高产示范片，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共创建 32 个千亩

示范片，全县共创建 215 个村级百亩示范片，全县示范面积达 8.38

万亩。打造一批万亩产粮产油乡镇、千亩产粮产油大村，形成以

点带面、层层推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大力发展“稻油、稻

再油”模式，扩大轮作规模，充分调动农民种粮扩油积极性。树

立大食物观，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大力发展特色旱杂粮生产，

在稳定玉米生产的基础上，增加旱粮作物种植面积，重点围绕豆

制品加工产业发展大豆种植面积 1.8 万亩以上；围绕红薯淀粉加

工产业发展红薯种植面积 1.8 万亩以上。

三、着力提升粮食生产水平。树牢“粮食稳则天下安”的理

念，积极引导粮食生产主体抓好粮食生产，因地制宜保证粮播面

积稳定，产量增加。把大面积提升单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粮油生产的重点，启动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针对大田与

试验示范田单产差距较大问题，全链条、全环节查找分析短板弱

项，分品种拿出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集成组装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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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案，搞好技术集成、主体配套、政策衔接，由点及线到面推

广高质高效品种技术，全力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尽快落地见效。

按照农时季节季季紧抓、环环紧扣，抢抓时间、抢抓季节、抢抓

进度，迅速将中稻面积落实到乡镇、到村组，细化到具体的农户

和丘块，实行台帐管理。

四、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全面推行“田长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严守耕地和生态红线。加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严格管控和质

量提升，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确保有限的耕地资

源优先用于粮食、油料生产，严厉打击乱占、乱改、乱用基本农

田违法行为，坚决整治违法占用耕地建房、挖湖造景、开挖鱼池

和耕地转为园地等现象。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坚决遏制耕地抛荒

撂荒，各乡镇要切实担负起遏制耕地抛荒的属地责任，坚决遏制

耕地抛荒撂荒反弹，严防只翻不种，出现二次抛荒现象。加大政

策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好乡镇、村两级组织的动员作用，采取集

中流转、代耕代种、联耕联种等方式推动抛荒耕地复种。

五、努力提高粮食油料生产效能。强化粮食、油料生产科技

支撑，逐步把品种迭代、农技革新、装备升级、服务覆盖、政策

支撑等全部配套到位。合理调整播期和品种，挖掘增产增效潜力。

积极推广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稻油水旱轮作等增产技术，在关键

农时节点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指导服务，提高单产。扩大高档

优质稻种植规模和再生稻种植面积，力争发展高档优质稻 10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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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再生稻 1.5 万亩以上。进一步强化极端气象条件应对，尽

力减少大涝大旱重大灾情对粮食、油料生产的冲击影响，牢固树

立防灾减灾夺丰收思想。抓好农资供应和市场监管，加大农资市

场执法力度，适时开展农资打假，组织开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

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破坏市场秩序、侵害农民利益等违法行

为。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有机肥替代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

动，强化水稻病虫害和草地贪夜蛾专业化统防统治，积极运用绿

色防控技术，“一喷多促”技术，保障产业健康发展。积极发展订

单农业，大力推进代耕代种、统防统治、土地托管、机械化耕种

收等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支持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种

粮规模效益。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建设，扶持“邵阳红”稻米、

食用油区域公共品牌建设，积极发展豆制品、红薯淀粉等粮食加

工业，促进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

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计划，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

准农田。优先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旱

涝保收、稳产高产、土壤健康、绿色生态、节水高效的高标准口

粮田，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六、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着力提升水稻机械化种植、植保、

烘干水平，加快补齐水稻机插机抛和稻谷烘干短板；推进农机社

会化服务，加快构建以农机大户为基础、农机合作社为骨干、综

合农事服务主线为主力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开展“十代”

套餐服务，支持开展跨区作业、订单作业、农业生产托管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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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开展水稻、油菜、大豆、玉米等主要粮

油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片区建设，每个乡镇建设 3-5 个相对

集中连片的水稻、油菜和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机械化示范片区，水

稻、油菜等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面积不少于 200 亩，示范总

积面积不少于 1000 亩；每个乡镇至少要建设 1 个农机合作社。

七、加大涉农资金投入力度。全面落实国家扶持粮食生产发

展的各项补贴政策，将惠农政策贯穿于粮食生产、收购、流通和

加工全过程，释放强烈的“重粮稳农”信号。切实加大对粮食适

度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统筹用好相关资金，重点支持粮食

生产新型经营主体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执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

继续实施稻谷生产者补贴政策，完善稻谷补贴与粮食收购挂钩政

策。加强资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确保各项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及时将各项补贴政策落实到乡镇、村组，兑现到种植主体。探索

推进水稻、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

进一步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拓宽服务领域。

（一）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奖补措施。安排资金 500 万元，对

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或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种植面积、粮食

生产贷款、新型农机购置、病虫害统防统治、机插机抛作业及重

大技术推广等方面进行补贴。

1.种植面积补贴。对连片种植 50 亩以上的粮食生产经营主体

（含制种大户），种植水稻的每亩补贴 120 元，种植玉米等旱杂粮

的每亩补贴 100 元。对种植 50 亩以上且属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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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创新实施范围内的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种植水稻的每亩补贴

150 元。

2.推广集中育秧补贴。对建设高标准智能化育秧基地开展商

品化集中育秧的每个育秧盘补贴 5 元。

3.农机追加补贴。对购置新型农机的在国家购置补贴基础上，

由县财政按购机总额的 15%给予县级追加补贴，总补贴额度不超过

50%。

4.作业补贴。对开展机抛、机插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按

作业面积每亩补助 100 元（以湖南湘数智慧农机监管与服务平台

为补贴依据）；对开展水稻、玉米病虫害全程承包统防统治作业的

社会化服务组织，按作业面积每亩补贴 50 元。

5.贷款贴息。对种粮主体进行粮食生产贷款的进行50%贷款贴息。

（二）粮油生产奖补措施

1.水稻“万千百”示范片补贴。安排资金 15 万元，对每个县

级万亩示范片（含五千亩示范片）补贴 2 万元；每个县级千亩示

范片补贴 1 万元；每个县级百亩示范片补贴 3000 元。

2.发展再生稻。安排资金 50 万元，根据《2023 年绥宁县再生

稻种植实施方案》，对种植再生稻面积 100 亩以上（必须集中连片）

的示范片种植主体，头季产量达到 600 公斤以上，再生季产量达

到 200 公斤以上，总产量达到 800 公斤以上视为示范合格，经验

收合格后每亩补贴 400 元；对开展“中稻+再生稻+油菜”种植模

式的农户每亩补贴 600 元（连片 50 亩以上）。

3.大豆油料示范。安排资金 50 万元，实施大豆扩种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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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连片10亩以上的每亩补贴200元，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集中连片50亩以上的每亩补贴300元。

4.推进稻油水旱轮作示范。安排资金 285 万元，发展稻油水

旱轮作试点 1.9 万亩，对轮作示范区秋冬油菜每亩补贴 150 元，

鼓励以村为单位统一进行机械翻耕与育苗移栽，农户负责后期肥

水管理与收割，提高农户种植油菜积极性。

5.创建“百公里油菜走廊”示范。安排资金 100 万元，重点

打造武阳镇毛坪村制种基地“杂交水稻制种-油菜”千亩示范片，

其中，70%用于购买油菜生产物资和社会化服务，30%用于支持举

办油菜花节。

6.春耕备耕农资保障。安排资金 10 万元，对县政府指定的春

耕备耕农资经营商适当补贴，确保每年的 3-4 月和 7-8 月农作物

播种、打药、施肥期间储备充足的农用物资。

7.植保体系保障。安排资金 30 万元，用于开展以水稻、玉米

等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及建立健全植保体系网络。加密监

测预警，推进绿色防控，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在全县范围内设置

10 个植保信息监测点，与监测人员签订劳务务工合同。

8.粮食、油料生产考核奖补。安排资金 9 万元，用于奖励粮

食、油料生产考核排名前三的先进乡镇。

（三）惠农奖补措施

1.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安排资金 2700 万元，落实好《关于做

好 2023 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审核工作的通知》，确保种地得补

贴，不种地不得补贴的良性财政补贴政策落到实处，按方案实行

的农户每亩补贴 105 元。

2.稻谷目标价格补贴。安排资金 1000 万元，落实稻谷目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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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补贴，深化稻谷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保障农民种粮

收益基本稳定。

八、强化工作推进机制。县里成立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工作专

班，下设防止耕地“非粮化”、农机服务和防灾减灾、农资保供、

防止耕地抛荒、督查考核和综合调度等专项小组。各乡镇参照成

立粮食生产工作专班，组织开展督查指导，及时报送中稻、大豆、

玉米、油料等粮食生产进度情况。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广播、电

视、新媒体、口袋书等形式将相关政策及时宣传到广大农户。中

稻翻耕播种期间，县农业农村水利局班子成员对各乡镇实行包乡

镇制，每个乡镇安排 2 名以上干部驻乡镇督查指导。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出台有力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助力粮

食生产，形成工作合力。县委、县政府将不定期组织督查组对全

县粮食生产、制止耕地抛荒、办点示范和再生稻生产、油菜生产

等情况进行督导，督查结果将通报全县，对生产任务落实不力、

排名靠后的乡镇进行约谈、问责。

附件：1.2023 年全县粮食生产任务分解表

2.2023 年全县油料生产任务分解表

3.2023 年全县粮油生产补贴计划表

4.2023 年绥宁县县级“万千百”水稻高产示范片责任

清单

中共绥宁县委办公室

绥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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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全县粮食生产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乡镇
名称

水稻 玉米 大豆
大豆玉米
复合种植

薯类
其他旱粮
作物

合计

东山乡 13300 954 925 60 1230 174 16643

鹅公岭乡 9462 765 651 60 865 93 11896

寨市乡 26411 2067 1793 96 2384 242 32993

乐安铺乡 8289 730 613 60 818 93 10603

长铺镇 253 56 29 0 33 23 394

长铺子乡 26587 1843 1837 120 2450 344 33181

关峡乡 19824 1459 1409 120 1878 413 25103

河口乡 13016 957 828 0 1154 173 16128

麻塘乡 14320 955 838 0 1115 140 17368

武阳镇 24265 1322 1446 108 1927 206 29274

李熙桥镇 23746 1651 1612 120 2148 265 29542

红岩镇 21681 1730 1750 120 2332 270 27883

黄土矿镇 11913 955 891 84 1188 185 15216

唐家坊镇 19395 1459 1356 84 1807 415 24516

水口乡 6512 379 386 0 531 69 7877

瓦屋塘镇 16120 1147 1014 84 1354 251 19970

金屋塘镇 9007 768 622 84 834 98 11413

合 计 264101 19197 18000 1200 24048 3454 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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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全县油料生产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乡镇名称 油菜面积 花生、芝麻等一年生油料面积

东山乡 5830 75

鹅公岭乡 4930 41

乐安铺乡 3930 105

寨市乡 7220 41

水口乡 2600 10

长铺镇 50 150

河口乡 4090 180

麻塘乡 4920 75

长铺子乡 7530 61

关峡乡 9130 90

武阳镇 8130 116

瓦屋塘镇 6130 112

金屋塘镇 5020 81

唐家坊镇 6220 181

李熙桥镇 7830 30

黄土矿镇 5230 109

红岩镇 6210 43

合计 95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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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全县粮油生产补贴计划表
序号 补贴名称 补贴内容或对象 补贴标准（元/亩、盘、个）

计划总金额
（万元）

备注

1 适度规模经营

粮食种植面积（集中连片 50 亩以上） 120 元/亩

500

水稻补贴 120 元/亩，玉
米等旱杂粮补贴100元/
亩，投贷联动规模种植

补贴 150 元/亩。
集中育秧 5元/盘
农机补贴 按购机总额的 15%计算
统防统治 50 元/亩

机抛、机插秧 100 元/亩
贷款贴息 按贷款金额的 50%计算

2
县级水稻“万千百”高

产示范片

万亩示范片 20000 元/个
15千亩示范片 10000 元/个

百亩示范片 3000 元/个

3 再生稻
再生稻 400 元/亩

50
再生稻+油菜 600 元/亩

4 大豆油料
大豆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集中
连片 10 亩以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集中连片 50 亩以上
200 元/亩、300 元/亩 50

5 稻油水旱轮作示范 油菜种植面积 150 元/亩 285

6
“百公里油菜走廊”示

范
购买油菜生产物资和社会化服务和

举办油菜花节
/ 100

7 春耕备耕农资保障 春耕备耕农资经营商 / 10

8 植保体系保障
保障乡村植保体系网络运行和建设

10 个植保信息监测点
/ 30

9
惠农补贴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05 元/亩 2700
10 稻谷目标价格补贴 40 元/亩 1000

11
粮食、油料生产考核奖
补

排名前三的先进乡镇 3万元/个 9

合计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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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 年绥宁县县级“万千百”水稻高产
示范片责任清单

序

号
示范名称 实施地点

联点责任

领导
具体责任人 技术指导

1

杂交水稻制种

万亩高产示范

片

武阳镇 佘芝云 唐宏亮 县农综中心

2
中稻万亩高产

示范片
李熙桥镇 夏贤钦 杨 英 县农综中心

3
中稻五千亩高

产示范片
红岩镇 唐 枝 杨通发 县农综中心

4

杂交水稻制种

五千亩高产示

范片

唐家坊镇 梁恩雄 袁 丹 县农综中心

5

中稻千亩高产

示范片

关峡乡 向国胜 刘桂林 乡农综中心

6 瓦屋塘镇 黄文勇 袁子华 镇农综中心

7 黄土矿镇 张立名 夏 辉 镇农综中心

8 长铺子乡 陵建华 彭树德 乡农综中心

9 寨市乡 周向谦 兰序贵 乡农综中心

10

中稻百亩高产

示范片

东山乡 禹春辉 喻建军 乡农综中心

11 鹅公岭乡 谢文远 杨国华 乡农综中心

12 河口乡 黄先伟 李锦铭 乡农综中心

13 乐安铺乡 熊 巍 唐 钧 乡农综中心

14 麻塘乡 黎 军 刘春德 乡农综中心

15 金屋塘镇 彭遵礼 唐呈玉 镇农综中心

16 水口乡 杨昌盛 朱立明 乡农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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