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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23年省级财政产业宜机化改造项目
储备指南

一、建设思路

按照《四川省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技术规范（试行）》

（川农发〔2021〕100号）要求和标准，以良田、良机、良种、

良法、良制“五良”融合为牵引，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机

制创新为动力，坚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的原则，引导项目实

施主体采取综合措施，对地块开展小变大、短变长、陡变缓、

弯变直改造，修建机耕道路和地块进出坡道，实现改造地块互

联互通，改善大中型农业机械通行和作业条件，推进丘陵山区

农机化加快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促进当地农业产业发

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

二、建设布局

聚焦 10 个高标准农田整县推进示范县，重点支持丘陵地

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产业宜机化改造。原则上每个市（州）

推荐不超过 3个县（市、区），并对推荐的项目县（市、区）

进行先后排序。

三、建设内容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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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块互联互通。通过去埂消坎等工程措施，修建地

块进出坡道，完善农机化生产道路，实现相邻地块之间、地块

与道路之间衔接顺畅，满足大中型农业机械进出地块需要。

（二）地形调整。合理规划地块形状，以条带状布局为主，

消除作业死角为目的，通过地块小并大、短并长，除障碍、平

凹坑，对尖角或弯月形等影响农业机械作业的异形地块，进行

开挖回填、截弯取直等整理，对陡坡地改为缓坡地，满足大中

型农业机械安全高效作业要求。

（三）地力提升。通过表土剥离和表土回填等措施，保持

土层熟化；通过碎石处理或捡石处理提升土层可耕性；通过深

翻深耕、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秸秆还田等工程、农艺和生物

措施，改良土壤、提升地力。

将宜机化项目区建成全程机械化先导区。每个先导区集中

连片面积不少于 200亩，其中每个项目县（市、区）建设不少

于 1个集中连片面积在 1000亩以上的先导区。建成后实现“四

变一通”（地块小变大、短变长、陡变缓、弯变直、互联互通），

大中型农业机械通行条件显著改善，大中型农业机械地块通达

率 100%，农业机械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主要粮油作物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0%以上，达到应种尽种、宜机作业。

四、储备条件

按照“先易后难”原则，优先在撂荒土地、已集中连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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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经营土地，具备农村“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民）条件、地方积极性高的乡镇选点布局，鼓励整村、

整镇（乡）、整域推进。农机化先导区全部用于粮油生产。

五、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为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生产企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农业生产服务和经营主体，每个县（市、

区）项目实施主体原则上不少于 3 个，已建成“全程机械化+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的农机专业合作社优先，由承担项目的县

（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商财政部门公开、公平、公正确定。

六、补助标准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先建后补”原则，引导金融

和社会资本投入项目建设，拓宽宜机化改造资金投入渠道，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入。实行

“先建后补”和“县级报账制”。每个县（市、区）省级财政

补助不超过 500万元。

根据项目建设内容，省级财政补助每亩不超过 1500 元，

且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脱贫县放宽至 40%。

七、相关事项

拟申报项目的农业（农牧）农村部门要实地踏勘，初步确

定宜机化改造范围、实施主体、发展产业等必备要素，并编制

项目可研报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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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厅农业机械化处，钟萍，18884702693

附件：XX县（市、区）2023年产业宜机化改造项目可研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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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X县（市、区）2023年产业宜机化改造项目

可

研

报

告

申报单位（盖章）：XX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推荐单位（盖章）：XX市（州）农业农村局

2023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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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仅供参考）

第一章 总 论

一、项目名称： XX 县（市、区）2023 年产业宜机化改

造项目

二、项目拟实施地点

三、项目拟实施主体

有 X个，其中，农机合作社或者“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 X个。

四、建设主要内容及规模

拟开展宜机化改造总面积 X亩，其中：缓坡化旱地改造 X

亩，坡式梯台旱地改造 X 亩。200-1000 亩先导区 X 个，1000

亩及以上先导区 X个。

第二章 现状分析

一、基本情况

（一）县（市、区）基本情况

区位情况、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基础设施条件、经

济发展、人口情况等。

农业发展情况：粮食产量、基础设施（蓄水池、堰塘、渠

道、生产道路情况）、耕地情况，主导产业，规模化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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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化发展现状（农机总动力、机械化综合水平、主导作物机

械化综合水平、50马力及以上拖拉机拥有量），农机化基础（“全

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其

他合作社，拥有大中型农机）等。是否是产粮大县。

（二）先导区基本情况

区位情况、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基础设施条件、经

济发展、人口情况等。

农业发展情况：粮食产量、基础设施（蓄水池、堰塘、渠

道、生产道路情况）、耕地情况，主导产业，规模化经营情况，

农机化发展现状（农机总动力、机械化综合水平、主导作物机

械化综合水平、50马力及以上拖拉机拥有量），农机化基础（“全

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其

他合作社，拥有大中型农机）等。

二、项目拟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实施主体类型，成立时间，农机装备情况，是否是省级“全

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土地流转情况等。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四、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第三章 目标任务

一、建设思路

二、目标任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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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总面积多少亩。其中：缓坡化旱地改造面积（亩）；

坡式梯台旱地地块改造面积（亩）。先导区数量（其中 200-1000

亩先导区多少个，1000亩以上先导区多少个），是否有先导区

进行整村推进。改造后农机通达率，农机化水平提升情况，新

增耕地情况，撂荒地复耕复种情况。各主体改造前产业，改造

后产业。

三、项目建设布局（分主体描述）

1000亩以上先导区所处位置。

例：实施主体 XXX，在 XX县 XX镇 XX村拟实施宜机化

改造 XX亩，其中：缓坡化旱地 X亩、坡式梯台旱地 X亩。拟

实施区域土地流转情况。

第四章 建设内容

一、项目建设依据

二、建设内容及建设方案

第五章 进度安排

第六章 资金概算及筹措

一、资金来源及构成

二、资金概算及说明

第七章 保障措施

一、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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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县党委政府针对宜机化改造项目是否成立了工作领

导小组，或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或有明确批示；县级财政对

宜机化改造是否有投入；2022年市（州）、县（市、区）对申

报县农机化投入情况。项目布局镇村、农民对宜机化改造的态

度。

二、技术保障

其中：项目县（市、区）农机化机构及人员情况。

三、监督管理

附件：

（本项目资金不整合用于其他项目县级承诺书等相关证

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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