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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为深入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以下简称农业“双强”

行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高质高效发展，促进乡村振

兴和共同富裕，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实施科技强

农机械强农行动大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行动计划（2021—2025年）

的通知》（浙政发〔2021〕39号），特制定本意见。

一、构建现代农业发展平台

1.支持农业高能级平台建设。对成功创建国家级、省级农业平

台项目的，根据上级财政支持资金规模按照不超过 1︰1进行配套。

对市级认定的农业综合园区、“双强”示范畈，每个给予不超过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通过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验收的美丽田园建设

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给予 80%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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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农业“标准地”改革

2.实行农业“标准地”差异化政策。种植水稻（旱粮）的农业

“标准地”，年度考核评定为“A”类、“B”类的分别给予粮食生

产补贴标准上浮 10%、5%奖励，“C”类补助标准不变,“D”类的

补助标准下降 5%，并按合同约定处理；种植其他作物的农业“标

准地”，年度考核评定为“A”类、“B”类的给予不超过 10万元奖

励。鼓励金融机构根据考评结果提供差异化金融贷款和利率服务。

3.加大农业“标准地”储备。对新形成的流转期限达 5年且连

片流转面积在 100亩（含）以上的土地，按实际流转面积一次性给

予村集体经济组织 200元/亩奖励。

三、推动农业科技化

4.支持农业科技应用推广。对通过验收的金华市级及以上农业

科技类示范基地，给予 10万元奖励。对本市选育的农作物新品种，

通过国家级、省级审定的分别给予 20万元、10万元奖励；通过登

记、认定的给予 5万元奖励。对农作物新品种委托展示、特色主导

农产品品种资源保护、种业信息采集监测给予一定补助。

5.推动数字农业发展。对获评省级数字农业工厂的，给予 20

万元奖励。

四、推动农业机械化

6.加快农业“机器换人”。健全项目化和择优支持机制，对通

过立项评审的农用连栋钢架大棚、玻璃温室、喷滴灌等农业设施按

不同标准给予补助（补助标准见附件 1）；对农机应用示范创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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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地”数字化配套设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畜牧业设施

提升改造等项目，按投资额给予 50%补助，单个项目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对农业主体自主研发的新型农机具，获得推广鉴定证书的，

给予 5万元奖励。

7.提升农机综合服务能力。获得省级评定的农机服务中心、全

程机械化应用基地、农机创新试验基地，给予 10万元奖励。

五、推动农业稳产保供

8.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加大粮油蔬菜生产的政策支持，加大稻、

麦、旱粮、油菜的补助力度（补助标准见附件 2）。对“非粮化”整

治后复种粮食的主体，每年给予 200元/亩补助。对施用商品有机

肥、配方肥等项目按不同标准给予补助（补助标准见附件 2）。对连

片种植 20亩（含）以上的蔬菜经营主体，每年给予 1000元/亩补助。

9.推动养殖业提质转型。对成功创建省级美丽牧场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对成功创建国家级、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生态养

殖示范区）的，分别给予 15万元、10万元奖励。对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给予一定补助。

六、培育新型农业主体

10.支持农业企业提档升级。鼓励农业企业做强做大，对新认

定的国家级、省级、金华市级、义乌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别给予

200万元、50万元、1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通过金华市

级以上复评的给予 1万元奖励。

11.推动小农户规范化发展。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和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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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和义乌市级示范性（含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分别给予 20万元、10万元、5万元和 2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2.加大农创客培育力度。对新获评省级、金华市级“十佳农

创客”的，分别给予 5万元、2万元奖励。

七、加快农业优品提升

13.加大农业品牌培育力度。对获得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的农业基地，分别给予 4万元和 2万元奖励，续展或通过复评

的减半奖励。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农业类品牌称号的，分别给予 10

万元、5万元奖励。对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给予牵头法人或组

织 20万元奖励。对打造市、镇（街道）两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的，分别给予申请注册单位 30万元、15万元一次性奖励；正常运

行的，每年分别给予 10万元、5万元运行经费补助。

14.加强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对参加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

的农业展会及评奖的农产品，分别给予 0.1万元—1万元补助；特

展装修费用由市财政承担，每个展位每次最高不超过 10万元。

八、强化各类要素保障

15.强化资金保障。农业高质量发展所需各项补助、奖励和工

作性经费由市财政全额保障。市财政每年优先安排预算资金支持农

业高质量发展，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予以增加。镇（街道）可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扶持办法。积极鼓励农业主体向上争取扶持资

金，对获得国家、省财政扶持资金的项目，补助标准上浮 10%（上

浮金额以上级补助资金为上限）。开发规模 3000亩以上或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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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农业项目扶持政策由市政府另行决策。

16.强化人才支撑。全日制大学毕业生在我市从事现代农业的，

补助 1.5万元/年，限补三年。列入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培养后取

得本（专）科毕业证书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万元。对直接从事农

业生产的农业及农业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员新获得中级、高级职称

的，分别给予 0.5万元、1万元一次性补助。支持义乌市内中高职

院校、培训机构参与政府组织的农民培训投标，培训费用限额可提

升为 200元/人/天。

17.强化土地保障。国土空间规划安排不少于 10%的建设用地

指标，保障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在村庄规划中预留不低于 5%的建

设用地规模，用于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农村公共公益设施等建设。

每年将不低于 10%的盘活挂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用于保障乡村重

点产业和项目用地。

18.强化金融支持。加大粮食生产贷款贴息，市财政在省财政

贴息基础上再给予 1%的贷款贴息，总贴息率不超过贷款利率。鼓

励金融机构对农业产业项目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提供贷款。

稳定农业政策性保险补助政策，地方特色险种保费市财政补助 65%。

本意见适用 2022年度，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相关实

施细则另行制定。已有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本意见执行。本

意见与其他财政专项补助政策按照就高不重复享受的原则执行。对

不符合耕地农业用途管制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原则上不予安排财

政扶持资金项目。本意见实施之前已立项的其他项目继续按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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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附件：1.农业设施补助标准

2.粮油作物补助标准

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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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业设施补助标准

类 别

补助标准

农业“标准地”项目 其他

农用连栋钢架大

棚 GP-L832型

不带外遮荫 40元/平方米 35元/平方米

带外遮荫 50元/平方米 45元/平方米

田间管网

滴灌带(软管) 500元/亩 450元/亩

使用 PE硬管微

喷或滴灌（箭）
800元/亩 700元/亩

使用 PE硬管、

上下两层及以上

立体式喷滴灌

1000元/亩 850元/亩

玻璃温室 260元/平方米 23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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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粮油作物补助标准

一、稻麦。对稻、麦复种面积 50亩（含）以上的规模主体，

大小麦给予 300元/亩的补助，水稻（旱稻）按复种面积给予 400

元/亩的补助，再生稻限补一季。

二、一季种植旱粮。对一季种植旱粮（不含大小麦、早稻）20

亩（含）以上的规模主体，按复种面积给予 300元/亩的补助。

三、套种旱粮。对在果园、幼疏林地等套种同一旱粮作物 20

亩以上且套种面积比例达 30%以上的大户，给予 150元/亩的补助。

四、油菜。对 30亩（含）以上的油菜规模生产基地，给予 200

元/亩的补助。

五、商品有机肥。对连片 10亩以上蔬菜、连片 50亩以上其他

作物基地，施用粉末状商品有机肥的给予 400元/吨补贴，施用颗

粒状商品有机肥的给予 480元/吨补助，每亩补贴用量不超过 2吨。

六、配方肥。符合上述一、二、三、四项补助要求中任意一项

的农业主体，使用主推配方肥的给予 600元/吨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