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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稷政办发〔2023〕29 号

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稷山县 2023 年农业生产托管试点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稷山县 2023 年农业生产托管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县

政府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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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山县 2023 年农业生产托管试点项目
实 施 方 案

为组织实施好中央下达给我县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重点

试点县各项任务和中央财政支持我县的农业生产托管试点项目，

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规模经营，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积极探索农业社

会化服务的有效模式和机制，取得可复制易推广的试点成果。根

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单位的

批复》（农办经〔2021〕15 号）、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指导司《关

于确定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重点单位和重点任务的通

知》（农（经综）函〔2023〕64 号）和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3 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晋农办发〔2023〕18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

本方案。

一、项目实施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全农业社会化体系，实现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精神，紧紧围绕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以带领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为主要目标，兼顾促

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政策引导小农户广泛接受农业生产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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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物资供应、机械化烘干、加工、销售等社会化服务，努力培

育主体多元、竞争充分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集中连片地

推进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绿色高效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着

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和资源可持续

利用。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服务小农户。把引领小规模分散经营农户走向现代农

业发展轨道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重点。始终坚持带动

而不是代替农户发展的原则，把服务小农户作为政策支持的主要

对象，着力解决小农户的规模化生产难题。

2.坚持推进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把突破小规模分散经营制

约、发展农业规模化生产作为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关键。

要以支持农业生产托管为重点，推进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在尊

重农户独立经营主体地位前提下，集中连片推进规模化生产。

3.坚持服务重要农产品。把提升小麦、玉米、板枣等重要特

色农产品生产效益作为支持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目标。通

过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增强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提高综合

效益和竞争力。

4.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财政补助重在引导培育市场，

领域集中在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关键和薄弱环节；补助标准不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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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服务价格形成，不能干扰农业服务市场正常运行，对于市场机

制运作已基本成熟，农户已广泛接受的单一服务环节，适度降低

补助标准，逐步退出补助范围，引导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长期健

康发展。

二、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一）农业基本情况

稷山是后稷故里、板枣之乡，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全县共有 7 个乡镇 144 个行政村，面积 686 平方公里，耕地 57

万亩，农业人口 26 万人。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69.2 万亩，其中，

夏粮种植面积 37.2 万亩，年产量 1.26 亿公斤；秋粮种植面积

32 万亩，年产量 1.41 亿公斤；全县板枣种植面积 4.5 万亩，年

产量 0.4 亿公斤。2022 年，我县被确定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

创新试点重点县、全国（小麦）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和运城

黄汾百万亩小麦高产高效核心标杆引领区。

（二）农业机械化情况

我县共有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 2 个、农机专业合作社 34 个、

农机大户 84 个,规模较大、经营规范、服务优质的合作社有 14

个，入社社员达 620 余人。现有各种农业机械 1430 余台，农机

机械总动力 220672 千瓦，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889 台，小麦联

合收割机 208 台，玉米收割机 303 台，年作业面积达 32 万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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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内容

（一）试点目标

聚焦小麦、玉米、板枣等主导产业,优先支持粮食等大宗农

产品的生产性服务，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

高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提供有效支撑。积极探索解决板枣病虫害防

治、裂纹植保等综合解决方案，为拓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领域、

开辟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稷山模式”。

（二）试点任务

试点资金共计 601.285 万元，其中，2023 年中央财政安排

我县农业社会化服务资金 490 万元，2022 年结转农业社会化服

务资金 111.285 万元。

1、开展粮食生产托管。按照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

于印发 2023 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晋

农办发〔2023〕18 号）文件要求，在我县粮食关键环节开展生

产托管，重点支持整村托管。

2、开展板枣飞防托管。按照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指导司《关

于确定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重点单位和重点任务的通

知》（农（经综）函〔2023〕64 号）文件要求，在我县板枣种植

核心区开展板枣飞防托管，积极探索解决板枣病虫害防治、裂纹

植保等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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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助对象、环节及标准

1、补助对象。补助对象为符合条件且有一定规模、服务能

力较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

等。

2、补助标准。原则上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 30%，

单季节作物的补助总量不超过 100 元。通过调研走访农户，根据

市场服务实际情况，确定服务价格和补助价格标准，具体如下：

3、补助方式

补助资金全部拨付给各服务组织，由各服务组织直接让利给

农户。资金补助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即每个季度作业实施

完毕并经审核验收合格后，按照服务合同实际作业量、收款凭证

和 GPS 监测平台数据对服务组织进行补助（结算面积以农机上的

农作物 服务环节
服务价格

（元/亩）

财政补助标准

（元/亩）

小麦
收获 60 12

播种+施肥 60 12

玉米
收获+秸秆还田 110 25

播种+施肥 60 12

板枣 飞防 以中标单价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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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定位系统核定面积为准）。

五、项目实施流程

（一）确定服务组织。县农经中心在稷山县人民政府门户网

上发布报名公告,符合条件的服务组织可携带有效证件、报名资

料到乡（镇）农经中心报名，经乡（镇）农经中心推荐至县农经

中心。由县农经中心组织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择优选择并确定服

务组织，将确定的服务组织名单在县人民政府网进行公示（板枣

飞防实施方案单独出台）。

（二）服务组织应具备的条件。选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具

备以下条件:一是经工商部门注册有法人资格的组织;二是应有

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三是拥有与其服务内容、服务能力相匹

配的有安装 GPS 的专业农业机械、设备等;四是在农民群众中享

有良好的信誉,其所提供的服务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受到服务对象

的认可和好评;五是能够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下达服务计划。在夏季和秋季作业之前，根据服务组

织的服务能力、农机数量、服务村数和种粮面积，确定初步服务

计划。

（四）签订服务合同。参加项目实施的服务组织在作业前与

县农经中心签订服务合同，明确作业面积、项目内容、时间等，

同时与托管的农户也要签订托管服务协议，一式两份。作业结束



— 8—

并通过验收后，由县农经中心存档备案。

（五）提供作业服务。服务组织按照服务合同要求提供相关

服务,将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

（六）监督项目实施。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要随时督查服

务组织的作业开展情况，及时掌握作业动态，并根据作业实际作

业情况对计划进行动态调整。如有服务质量不优、群众反映不好、

完成作业任务面积不实的，列入农业生产托管名录库黑名单，取

消今后服务资格。

（七）检查验收。秋季、夏季每个阶段作业完成后，各服务

组织将服务合同、收款凭证、GPS 监测数据表等资料交至县农经

中心，县农经中心工作人员对服务面积和质量进行核验，主要核

查合同、收款凭证、GPS 监测数据、服务农户满意度等情况。

（八）兑付补助资金。采取先作业后补贴的方式。验收结束

后，根据验收报告提出整改意见，验收达标后，农经中心及时汇

总有关资料，经审核后分别兑付补助资金。

（九）绩效评价。项目完成后，要对项目实施内容、开展情

况、实施效果、验收情况、资金兑付、档案资料等情况进行自查，

开展绩效评估，并做好省、市项目绩效评价准备措施。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分管农业副县长为组长，财政

局、农经中心、农机中心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各乡(镇)长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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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由县农经中心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提出绩

效目标,明确目标任务、内容、支持环节和运行机制；并与市级

农业部门进行沟通后,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要严格把握项目进程,

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二）强化实施指导。县农经中心和各相关乡(镇)人民政府

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业的管理和指导,推动制定行业管理规

范,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机制,确保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健康发

展。

（三）强化项目督导和监管。要扎实做好巡回督导和业务指

导工作,加强对托管服务主体履约情况的监管。通过调查问卷、

明察暗访、群众举报等方式，接受群众对服务组织服务质量的监

督。将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对服务

面积、服务质量达不到合同要求等情况,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取

消其服务资格、追究其违约责任。

（四）强化资金监管。项目资金要实行专账管理。切实加强

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公布资金监督电话，接受群

众对违规收取资金或多收资金情况的举报，对挤占、截留、挪用

项目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

员责任，确保国家惠农资金真正惠及百姓。

（五）强化宣传引导。利用电视、微信、网站等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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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宣传资料，开展政策宣传，深入广大农村、集市，使广大农

民和服务组织,充分认识理解农业生产托管的意义和好处,明白

托管的内容及补助价格，引导服务主体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机制,

加强服务质量和价格监管,调动农户和服务组织的积极性,大力

营造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良好环境,鼓励引导广大农民和

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我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工作积极健康持续发展。

本文由县农经中心负责解读。

附件：稷山县 2023 年农业生产托管试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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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稷山县 2022 年农业生产托管试点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翟廷伟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曹三红 县政府办副主任

吴启选 县农经中心主任

成 员：裴继汤 县财政局副局长

苏合欢 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杨义杰 县农经中心副主任

全县 7 个乡（镇）的乡（镇）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经中心，负责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吴启选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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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9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