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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1年全市稳定粮食生产

行动方案的通知

平政办发〔2021〕16号 2021年3月31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平凉工业园区管委

会，市政府有关部门，中、省驻平有关单位：

《2021年全市稳定粮食生产行动方案》已经

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抓好贯彻落实。

2021年全市稳定粮食生产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落

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全力保障全市粮食安

全，根据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全省稳定粮食生产行动方案的通知》（甘

政办发 〔2021〕 12号） 精神，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

照省、市部署要求，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

识抓好今年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毫不放松

地抓好粮食生产，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

粮化”，持续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力度，着力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全市基本农田、

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三个不减少”。全市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30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

110万吨。

二、重点任务

（一） 切实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推动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政治责任，逐级细化靠

实粮食生产任务。各县（市、区）要将市上下

达的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及时分解落实到各乡

（镇），具体到作物，确保不折不扣完成。要认

真落实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管控措施，加强农

资调备，切实抓好春耕备耕工作。严格土地用

途管制，保护好永久基本农田，确保粮食生产

面积。引导群众扩大粮食复种和轮作倒茬面

积，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确保小麦播种面积稳

定在 143万亩以上，马铃薯播种面积达到 90万

亩，玉米播种面积稳定在 136 万亩。加强对

224.06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的监管，引导种植目

标作物。不得擅自调整粮食生产功能区，不得

违规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建设种植、养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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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得违规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退耕还林

还草范围，不得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超标准建

设农田林网。（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供销社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二） 不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把建设高标

准农田作为巩固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优先将粮食生产

功能区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按省市要求

推进 1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耕地质量保

护，推广普及以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和有

机肥施用为主的耕地质量提升技术。继续巩固

撂荒地整治成果，发挥各级自然资源、农业农

村部门优势，共享信息资源，并组成联合工作

队伍开展调查摸底，对撂荒地建档立卡、上图

入库，建立电子信息台账，做到可查询、可定

位，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块，将具备条件的

撂荒地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积极引导长

期外出务工、家中无劳动力的农户流转土地经

营权，指导流转双方将防止耕地撂荒要求纳入

流转合同内容。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外出

务工和无力耕种的农户提供全程托管服务。加

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基本农

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强化耕

地监督管理，对撂荒地一律不予发放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对连续撂荒2年以上的承包耕地，由

村组集体责令承包方及时复耕或引导流转复

耕；对既不自己复耕，又不愿流转复耕的承包

农户，由村组集体收回重新发包。（市农业农村

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委牵头，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三） 努力提高种业发展能力。认真做好第

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强化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积极争取国家制种基地二期工

程项目，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础上，加大马

铃薯原种繁育基地建设力度，不断提高基地规

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水平。构建种

业自主创新体系，以小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

为重点，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力争

在育种关键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优化制种基

地及种业市场环境，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工

作，进一步提升种业管理水平。认真做好种子

市场监测工作，加强供需调度，确保供应充

足。积极开展种子打假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

劣种子、无证生产经营、未审先推等违法行

为，维护种子市场秩序。（市农业农村局、市发

改委、市科技局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实施）

（四） 大力提升机械化生产水平。落实好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全面提升农机化装备水平，

加快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积极开展

粮食生产薄弱环节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加大

小麦、玉米、马铃薯联合收获装备引进示范力

度，建立一批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全市主要

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68%以上。实施农机

深松整地 32万亩，加大代耕、代种、托管等农

机社会化服务，大力推广“全程机械化+综合农

事”“托管半托管”等农机化生产和服务模式，

提升粮食生产效益。（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五）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围绕小麦、

玉米、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开展绿色高质

高效创建示范，重点推广小麦宽幅匀播、玉米

全膜双垄沟播和马铃薯黑膜全覆盖垄作栽培技

术，推广旱作农业技术218万亩。继续推进农药

化肥减量增效行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537
万亩以上，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0.5%以上；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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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精准施药，积极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

控，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

率达到 43%以上。（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

市水务局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六） 科学开展防灾减灾工作。据预测，今

年受中等强度“拉尼娜”气候事件影响，旱涝

极端天气发生概率较大，小麦条锈病、草地贪

夜蛾、马铃薯晚疫病等病虫害预期中度发生、

局部偏重发生趋势，防控任务艰巨。各县

（市、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民因时、因地落实

防灾减灾措施。及早谋划安排农作物重大病虫

害综合防控工作，细化防控措施，压实属地责

任，做到早发现、早防治，力争将粮食作物重

大病虫危害损失控制在 5%以下，实现“虫口夺

粮”保丰收目标。加大农业保险、信贷等政策

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积极扩大政策性农业

保险实施范围，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市

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市气象局

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七） 全力推动延长产业链条。深入推进优

质粮食工程，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

手发展现代粮食加工业，健全生产、加工、仓

储、物流等全产业链，提升全市粮食综合效

益。加快粮油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建设，做大做

强一批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推

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等生产经营

模式，推进订单种植和产销衔接。搭建粮食贸

易合作平台，支持粮食市场主体开展粮食生

产、储存、加工和粮油国际贸易合作。开展粮

食节约行动，减少生产、流通、加工、存储、

消费环节粮食损耗浪费。（市粮食和储备局、市

农业农村局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三、保障措施

（一） 压实工作责任。各县（市、区）政府

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切实发挥好牵

头抓总、统筹协调的作用，确保全面完成粮食

面积和产量等粮食生产年度目标任务。市直部

门要落实粮食生产工作督导责任，对成绩突出

的县（市、区），在安排相关项目资金和粮食专

项扶持措施时予以倾斜支持。完不成粮食播种

面积的县 （市、区），要向市政府书面说明情

况，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和时限。

（二） 加大扶持力度。全面落实中央产粮大

县奖励、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

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加大对各类粮食生产经营

主体的扶持力度，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政府

抓粮的积极性。要不断优化政策扶持，鼓励民

间资本参与，拓宽投融资渠道，努力增加粮食

生产投入。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有

序流转土地，优先发展粮食生产。鼓励社会化

服务组织积极开展机种机收、病虫害统防统

治、代耕代种等社会化服务，不断提升粮食产

能。

（三） 大力宣传引导。各县（市、区）、各

有关部门要大力宣传国家和省、市出台的粮食

生产扶持政策，做好粮食生产典型宣传，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要及时总结粮食生产

工作的进展及取得的成效，报送粮食稳产增产

的相关信息。

附件：2021年全市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分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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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全市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分解表

单位：万亩、万吨

县（市、区）

合计

崆峒区

泾川县

灵台县

崇信县

华亭市

庄浪县

静宁县

粮食面积（约束性指标）

430.00

64.50

43.50

77.50

27.00

31.00

81.50

105.00

粮食产量（指导性指标）

110.05

18.65

10.58

19.42

6.14

7.37

21.29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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