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6-1

2018年省级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分配表 （非贫困县）

单位：万元

序号 州市
是否

贫困县
县市区 粮食生产

经济作物
生产

茶叶发展 热作发展
农村经济
信息统计

花卉产业
发展

畜牧业生
产发展

草地畜牧
业生产发
展与生鲜
乳及饲料
安全监管

动物疫病
防治及防
疫体系建

设

农业科技
推广与可
持续农业
技术创新

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
体系建设

渔业技术
推广与资
源保护

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

农产品质
量安全

农机技术
推广与购
置补贴

农业信息
化与农产
品市场推

广

农产品加
工及统计

监测

生物产业
发展

跨境动物
疫病区域
化管理试
点建设

合计

合计 6537 1995 2580 445 188.4 640 853 2145 2626 1144 840 268 324 1143 1175 1064 1800 2271 945 28983.4

一 昆明市 624 330 0 0 18.6 340 61 155 161 80 60 30 36 193 253 102 157 352 0 2952.6

1 昆明市 否 昆明市级 156 15 0 0 4.6 0 11 65 161 20 15 0 0 91 35 96 157 352 1178.6

2 昆明市 否 五华区 0 0 0 0 0.3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2.3

3 昆明市 否 盘龙区 0 0 0 0 0.3 0 0 0 0 0 15 0 0 0 5 0 0 0 0 20.3

4 昆明市 否 官渡区 0 0 0 0 0.3 0 0 0 0 0 0 0 0 0 2 2 0 0 0 4.3

5 昆明市 否 西山区 0 0 0 0 0.3 0 0 0 0 0 0 0 0 0 5 0 0 0 0 5.3

7 昆明市 否 晋宁县 0 0 0 0 3.5 100 0 0 0 0 0 0 0 0 18 0 0 0 0 121.5

8 昆明市 否 富民县 63 0 0 0 0.3 0 0 0 0 60 0 0 0 0 5 0 0 0 0 128.3

9 昆明市 否 宜良县 63 0 0 0 3.6 100 0 0 0 0 0 30 20 62 9 0 0 0 0 287.6

10 昆明市 否 石林县 249 315 0 0 0.3 0 25 75 0 0 15 0 16 20 91 0 0 0 0 806.3

11 昆明市 否 嵩明县 63 0 0 0 4.5 0 0 15 0 0 0 0 0 0 41 0 0 0 0 123.5

14 昆明市 否 安宁市 30 0 0 0 0.3 0 25 0 0 0 15 0 0 20 37 0 0 0 0 127.3

15 昆明市 否 呈贡区 0 0 0 0 0.3 140 0 0 0 0 0 0 0 0 3 4 0 0 0 147.3

二 昭通市 408 0 0 0 8.6 0 0 40 140 90 0 0 0 15 18 83 106 62 0 970.6

16 昭通市 否 昭通市级 345 0 0 0 5.1 0 0 40 140 90 0 0 0 15 15 83 106 62 0 901.1

17 昭通市 否 水富县 63 0 0 0 3.5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69.5

三 曲靖市 906 330 0 0 16 0 195 230 214 140 120 54 20 145 122 163 157 258 0 3070

18 曲靖市 否 曲靖市级 156 0 0 0 5.1 0 11 65 214 0 60 14 0 60 15 68 157 258 0 1083.1

19 曲靖市 否 麒麟区 126 315 0 0 3.6 0 53 0 0 50 15 0 0 20 17 0 0 0 0 599.6

20 曲靖市 否 马龙县 126 0 0 0 0.3 0 25 90 0 0 0 0 0 65 14 0 0 0 0 320.3

21 曲靖市 否 陆良县 249 15 0 0 3.5 0 53 60 0 30 30 40 20 0 54 25 0 0 0 579.5

22 曲靖市 否 沾益区 249 0 0 0 3.5 0 53 15 0 60 15 0 0 0 22 70 0 0 0 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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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州市
是否

贫困县
县市区 粮食生产

经济作物
生产

茶叶发展 热作发展
农村经济
信息统计

花卉产业
发展

畜牧业生
产发展

草地畜牧
业生产发
展与生鲜
乳及饲料
安全监管

动物疫病
防治及防
疫体系建

设

农业科技
推广与可
持续农业
技术创新

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
体系建设

渔业技术
推广与资
源保护

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

农产品质
量安全

农机技术
推广与购
置补贴

农业信息
化与农产
品市场推

广

农产品加
工及统计

监测

生物产业
发展

跨境动物
疫病区域
化管理试
点建设

合计

四 玉溪市 744 630 0 0 41.1 200 140 55 174 299 75 30 72 150 197 119 106 20 0 3052.1

23 玉溪市 否 玉溪市级 156 0 0 0 4.8 0 15 40 174 70 60 0 16 20 15 52 106 20 0 748.8

24 玉溪市 否 红塔区 63 0 0 0 17.9 100 0 0 0 0 0 0 0 20 8 56 0 0 0 264.9

25 玉溪市 否 江川区 30 0 0 0 3.5 0 25 0 0 54 0 30 20 20 10 0 0 0 0 192.5

26 玉溪市 否 澄江县 93 0 0 0 0.3 0 0 0 0 40 0 0 0 20 17 0 0 0 0 170.3

27 玉溪市 否 通海县 30 315 0 0 3.5 100 0 0 0 0 0 0 16 0 19 5 0 0 0 488.5

28 玉溪市 否 华宁县 30 15 0 0 3.5 0 0 0 0 65 0 0 0 0 23 2 0 0 0 138.5

29 玉溪市 否 易门县 126 0 0 0 3.5 0 25 0 0 60 0 0 0 0 20 0 0 0 0 234.5

30 玉溪市 否 峨山县 93 0 0 0 3.5 0 25 0 0 0 0 0 0 0 47 4 0 0 0 172.5

31 玉溪市 否 新平县 93 300 0 0 0.3 0 25 0 0 0 0 0 20 50 31 0 0 0 0 519.3

32 玉溪市 否 元江县 30 0 0 0 0.3 0 25 15 0 10 15 0 0 20 7 0 0 0 0 122.3

五 红河州 753 330 40 20 20.8 0 199 275 315 0 60 30 20 170 213 97 107 268 0 2917.8

33 红河州 否 红河州级 189 0 40 0 5 0 15 50 315 0 45 0 0 50 15 15 107 268 0 1114

34 红河州 否 个旧市 63 0 0 0 3.5 0 0 75 0 0 0 0 0 57 11 0 0 0 0 209.5

35 红河州 否 开远市 126 0 0 0 0.3 0 25 0 0 0 15 0 0 43 10 0 0 0 0 219.3

36 红河州 否 蒙自市 93 15 0 0 3.6 0 53 0 0 0 0 0 0 0 14 0 0 0 0 178.6

37 红河州 否 建水县 126 315 0 0 3.6 0 53 75 0 0 0 0 0 20 46 7 0 0 0 645.6

38 红河州 否 弥勒市 126 0 0 0 4.5 0 53 75 0 0 0 0 20 0 114 5 0 0 0 397.5

39 红河州 否 河口县 30 0 0 20 0.3 0 0 0 0 0 0 30 0 0 3 70 0 0 0 153.3

六 文山州 219 0 0 0 5.2 0 11 40 147 20 30 0 0 20 15 22 106 340 0 975.2

40 文山州 否 文山州级 219 0 0 0 5.2 0 11 40 147 20 30 0 0 20 15 22 106 340 0 975.2

七 普洱市 252 15 1145 115 8.5 0 11 255 281 60 60 40 16 20 20 75 106 62 20 2561.5

41 普洱市 否 普洱市级 189 15 145 60 4.9 0 11 40 281 60 60 0 16 20 15 73 106 62 20 1177.9

42 普洱市 否 思茅区 63 0 1000 55 3.6 0 0 215 0 0 0 40 0 0 5 2 0 0 0 1383.6

八 版纳州 219 0 1045 105 8.7 0 25 40 74 15 60 54 20 65 33 9 106 249 625 2752.7

43 版纳州 否 版纳州级 156 0 45 60 4.2 0 0 40 74 5 60 14 0 15 15 9 106 249 20 872.2

44 版纳州 否 景洪市 63 0 1000 45 4.5 0 25 0 0 10 0 40 20 50 18 0 0 0 605 1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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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楚雄州 471 315 0 0 12.4 0 78 295 188 50 45 30 40 76 89 83 106 262 0 2140.4

45 楚雄州 否 楚雄州级 156 0 0 0 5.1 0 0 65 188 0 45 0 0 36 15 71 106 262 0 949.1

46 楚雄州 否 楚雄市 63 0 0 0 3.5 0 25 215 0 0 0 30 0 20 21 3 0 0 0 380.5

47 楚雄州 否 元谋县 63 315 0 0 0.3 0 0 0 0 10 0 0 20 20 8 3 0 0 0 439.3

48 楚雄州 否 禄丰县 189 0 0 0 3.5 0 53 15 0 40 0 0 20 0 45 6 0 0 0 371.5

十 大理州 282 0 55 0 9.9 50 11 65 194 60 90 0 16 69 29 70 107 66 0 1173.9

49 大理州 否 大理州级 219 0 55 0 5.1 50 11 65 194 60 90 0 16 49 15 20 107 66 0 1022.1

50 大理州 否 大理市 63 0 0 0 4.8 0 0 0 0 0 0 0 0 20 14 50 0 0 0 151.8

十一 保山市 189 15 60 20 4.4 0 11 40 140 80 45 0 0 40 15 10 106 50 20 845.4

51 保山市 否 保山市级 189 15 60 20 4.4 0 11 40 140 80 45 0 0 40 15 10 106 50 20 845.4

十二 腾冲市 312 0 20 0 3.5 0 53 430 27 10 30 0 20 50 19 0 0 2 110 1086.5

52 腾冲市 否 腾冲市 312 0 20 0 3.5 0 53 430 27 10 30 0 20 50 19 0 0 2 110 1086.5

十三 德宏州 375 15 85 85 8 0 36 60 121 170 45 0 16 15 80 136 106 172 130 1655

53 德宏州 否 德宏州级 219 15 85 45 4.4 0 11 60 121 100 45 0 0 15 30 66 106 172 20 1114.4

54 德宏州 否 瑞丽市 156 0 0 40 3.6 0 25 0 0 70 0 0 16 0 50 70 0 0 110 540.6

十四 丽江市 312 15 0 0 8.8 50 0 40 94 40 15 0 16 65 27 8 106 32 0 828.8

55 丽江市 否 丽江市级 156 0 0 0 4.1 50 0 40 94 0 15 0 0 15 15 8 106 32 0 535.1

56 丽江市 否 古城区 63 0 0 0 0.3 0 0 0 0 40 0 0 16 50 5 0 0 0 0 174.3

57 丽江市 否 华坪县 93 15 0 0 4.4 0 0 0 0 0 0 0 0 0 7 0 0 0 0 119.4

十五 怒江州 126 0 0 20 4.1 0 11 40 94 0 15 0 0 10 15 54 106 10 20 525.1

58 怒江州 否 怒江州级 126 0 0 20 4.1 0 11 40 94 0 15 0 0 10 15 54 106 10 20 525.1

十六 迪庆州 126 0 0 0 4.7 0 0 45 74 20 30 0 16 20 15 14 106 28 0 498.7

59 迪庆州 否 迪庆州级 126 0 0 0 4.7 0 0 45 74 20 30 0 16 20 15 14 106 28 0 498.7

十七 临沧市 219 0 130 80 5.1 0 11 40 188 10 60 0 16 20 15 19 106 38 20 977.1

60 临沧市 否 临沧市级 219 0 130 80 5.1 0 11 40 188 10 60 0 16 20 15 19 106 38 20 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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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2

2018年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分项工作概述

分项资金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分项工作概述 其中：管理性工作 其中：培训 备 注

1.粮食生产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绿色高质高效创建：全省任务209片，实际完成207片；主要是实
施水稻、马铃薯、玉米等农作物的示范创建；主要是买种子、肥
料、薄膜等农业资料通过核心区实施带动成片示范作用

土肥站 完成示范区测土配方 区域内的土地测验
对农民、合作社施肥
技术培训班

植保站 完成示范区病虫害防治
本区域内的病虫防治、
农药检测调查

对本区域内的农民、
合作社病虫害防治培
训

种子站

保证示范区粮种覆盖率达标

抽检种子、培育保证种
子纯度

对种子监管人员培训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有
的县市存在，例如沾
益）

检查种子市场及经营户 对执法人员进行培训

2.经济作物生产 龙头企业及产业联盟

一、强县建设：1.蔬菜强县建设的要点：优质健康种苗、质量安
全建设、产品质量提升、质量可追溯、准出制度、品牌建设、冷
链物流建设、产村融合等。    
2.水果强县建设要点：以XX水果为重点，着力建设好健康种苗繁
育基地、标准化果园建设、质量安全建设、产品质量提升、质量
可追溯、准出制度、品牌建设、冷链物流建设、产村融合。  
二、实际上报的实施内容主要是建设基地及培育种苗和品牌建设
、培训人员（实际建设与省上要求有大的差距）   
三、龙头企业使用资金需按1:0.5自筹配套资金

对企业、合作社、农
民等对象进行水果、
蔬菜产业综合技术培
训

建设 标准化、规模化、
稳定高效的原料基地，
提升蔬菜、水果产品品
质，实现商品分等分
级，全程质量可追溯，
建立产地准出制度，加
快公共区域品牌的培
育，增强企业产品品牌
竞争力，促进产业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
一批特色农业产业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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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资金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分项工作概述 其中：管理性工作 其中：培训 备 注

2.经济作物生产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示范建设：主要建立蔬菜、水果实验站13个，与技术体系建设内
容一致；依托岗位科学家、功能科学家解决当地产业发展的技术
瓶颈，充分发挥试验站一线功能

蔬菜、水果有关的技术
试验、病虫害防治、有
机肥替代无机肥等，并
将试验成果培训相关人
员

对企业、合作社、农
民等对象进行水果、
蔬菜产业综合技术培
训

3.茶叶发展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品牌创建与拓展：组织产业企业到省内外参展、调研本地区茶叶
品牌，组织茶叶技术研讨会

组织产业企业到省内外
参展、调研本地区茶叶
品牌，组织茶叶技术研
讨会

如：红河州原计划支出
的云南省普洱茶博会计
划支出的茶叶展会经费
10万元已调整用州级安
排的经费列支，所以产
生7.86万元结余

基层农业技术机构
技术体系建设：与技术体系建设内容一致。根据各地情况开展各
种茶叶有关的技术试验、病虫害防治、有机肥替代无机肥等，并
将试验成果培训相关人员

茶叶有关的技术试验、
病虫害防治、有机肥替
代无机肥等，并将试验
成果培训相关人员

对技术人员、农户进
行培训

龙头企业及合作社
茶产业三产融合示范带建设：通过茶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和提升，打造从生产、加工、参观旅游服务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对技术人员、农户进
行培训

景区
茶产业三产融合示范带建设：普洱茶马古道旅游景区茶叶体验区
改造

企业 初制所标准化提升改造：茶叶初制作加工厂、仓库建设

4.热作发展

龙头企业及合作社 咖啡一二三产业示范园：全省任务2600亩，
对技术人员、农户进
行培训

龙头企业及合作社 橡胶示范园：全省任务1400亩，
对技术人员、农户进
行培训

基层农业技术机构
热作体系试验站：与技术体系建设内容一致。根据各地情况开展
各种咖啡、橡胶有关的技术试验、病虫害防治、有机肥替代无机
肥等，并将试验成果培训相关人员

咖啡、橡胶有关的技术
试验、病虫害防治、有
机肥替代无机肥等，并
将试验成果培训相关人
员

对技术人员、农户进
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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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资金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分项工作概述 其中：管理性工作 其中：培训 备 注

5、农村经济信
息统计

村级农经站

1、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该项目由农业部发文统一部署，由各省组
织实施，以村级为起报点，逐级汇总上报至农业部
2、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该项属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安排项
目，每年统一发文安排各省组织开展观察点调查。最后数据直接
报中央政策研究室。
3、农村入户调查。改项目属于省级安排调查项目，最后统计表上
报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三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数据及决策分析依据
4、该项目涉及的指标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收9.5%以上该指标以
实际工作无关

6.花卉产业发展 主要依托花卉种植企业

绿色高效花卉生产示范基地建设：对温控、节水灌溉、精准施肥
等花卉生产设施的改造提升，推广基质栽培、水肥一体化、清洁
能源利用等生态高效生产技术，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提高单
位面积产出效率和效益，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花卉采后运输冷链物流示范点建设：建设一批设施设备完善、技
术水平高、操作规范的冷链物流示范点。加强冷储、冷运等物流
设施改善和技术水平提升，提高花卉采后处理和包装的规范化和
标准化程度，降低花卉采后至终端市场的质量损耗，提高产品的
物流配送效率和质量水平。

7.畜牧业生产发
展

县市畜牧局

生猪产业重点县和人畜分离试点县：圈舍改造、粪污处理、良种
引进、科技培训、完成畜牧监测任务、生猪产业体系任务等

潜力发展区：圈舍改造、粪污处理、良种引进、科技培训、完成
畜牧监测任务、生猪产业体系任务等

特色养殖区：圈舍改造、粪污处理、良种引进、科技培训、完成
畜牧监测任务、生猪产业体系任务等

8.草地畜牧业生
产发展与生鲜乳
及饲料安全监管

以县（市、区）为单
位，以企业为主体

云岭牛纯种扩繁基地建设：选择有一定云岭牛种群基础，有养殖
企业带动的区域作为进行云岭牛纯种繁育

以县（市、区）为单
位，以企业为主体

重点基地建设：重点建设肉牛、肉羊、奶源基地。培育草地畜牧
业发展后备基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牛羊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标准化适度规模养殖，新建和改造牛羊圈舍，新增人工草
地，新建青贮氨化窖、储草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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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资金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分项工作概述 其中：管理性工作 其中：培训 备 注

8.草地畜牧业生
产发展与生鲜乳
及饲料安全监管

产业技术体系实验站：按照研发与推广相衔接，良种良法相配套
的要求，加强从产前到产后的全程服务，重点建设肉牛、肉羊、
奶牛、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实验站。

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加强日常监管，把奶畜养殖场（户）、奶
站、运输车辆100％纳入监管范围。定期抽样检测，对生鲜乳的乳
蛋白、温度、酸碱度等常规指标及三聚氰胺等非法添加物进行抽
样检测。强化执法监督，严厉打击各类生鲜乳生产、运输等环节
的违法违规行为。

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加强日常监管，把饲料生产企业、经营门店
全部纳入监管范围，重点检查七大管理制度及生产过程控制程序
、原料接收程序等八大质量控制程序的执行情况，检查生产记录
、原料接收记录、检验化验记录、留样观察记录等企业管理原始
记录。
定期抽样检测，对饲料产品、原料进行质量安全指标检测及瘦肉
精、莱克多巴胺等违禁药物检测。强化执法监督，严厉查处饲料
生产、经营、养殖等环节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工作经费补助：落实粮改饲工作经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工作经
费补助

工作经费补助

9.动物疫病防控
及防疫体系建设

各地畜牧兽医局、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
物卫生监督所等共同进
行

动物疫病防控经费：州市、县区兽医实验室购买检测设备；国家
30个动物疫情监测站监测工作经费补助；州市动物病原和免疫抗
体检测及专项防治经费补助；家畜血吸虫病防治补助

工作经费补助

动物卫生监督经费：用于16个地州、129个县区开展动物卫生监督
执法，动物标识及溯源系统信息管理，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组疫情
防堵、查证验物、补充检疫。

工作经费补助

屠宰与兽药管理工作经费：红河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建
设试点，生猪屠宰监管专项整治、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
建设；兽药质量监管

工作经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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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农业科技推
广与可持续农业
技术创新

1.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示范点建设。试验示范推广减少化肥和农药
使用量，增加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率，
大力推进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农业技术。

开展可持续农业技术
培训，培训农民和基
层农技人员1万人次

2.外来入侵生物防控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培训。在全省开展9种农业
外来入侵生物监控，在德宏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4个薇甘
菊发生州（市）进行薇甘菊防控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培训，灭除薇
甘菊3.6万亩。

3.农业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监管。对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试
验进行监管；对生产环节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进行监管；对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市场进行检查。

均为管理性工作

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监管人员开展培
训；培训转基因生物
安全监管的人员、种
子市场、超市、农贸
市场和加工企业的相
关负责人100人

4.农业极量创新。创建节本降耗、绿色增产、提质增效和循环利
用等技术模式，实施20项农业极量创新科技行动。

11.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建设

依托各体系首席所在部
门单位进行

1.功能研究室岗位：从事产业技术发展需要的基础性工作；开展
关键和共性技术攻关与集成，解决全省和区域的产业技术发展的
重要问题；指导综合试验站和区域推广站开展试验、收集试验结
果；收集、监测和分析产业发展动态与信息。

对一线基层农技人员
及农户开展科技培训

2.试验站岗位：围绕产业体系研发的品种和技术开展试验研究示
范，培训技术推广人员，开展技术服务；调查、收集生产实际问
题与技术需求信息，监测分析疫情、灾情等动态变化并协助处理
相关问题。

培训技术推广人员

12.渔业技术推
广与资源保护

水产站，渔业渔政管理
站，水产技术推广站

1.产业重点示范县：开展罗非鱼、冷水鱼、大宗淡水鱼养殖，改
善渔业基础设施、加强产地水产品质量监管等渔业产业关键环节
建设

产地水产品质量监管

2.特色养殖及苗种扶持县：开展特色渔业、休闲渔业、苗种基地
建设和稻鱼综合种养技术推广，突出体现水产苗种场建设、特种
水产品养殖、土著鱼养殖、休闲渔业基地中的工程环节、稻鱼综
合种养技术培训和苗种购置等环节

稻鱼综合种养技术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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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资金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分项工作概述 其中：管理性工作 其中：培训 备 注

12.渔业技术推
广与资源保护

水产站，渔业渔政管理
站，水产技术推广站

3.资源保护及监管：开展渔业资源保护、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
渔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在资源保护项目建设中，突出水生野生
鱼类的增殖放流、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打击非法捕捞野生鱼类
、破坏水生生态环境等，在生产和安全监管工作中突出对所辖区
域内项目建设进度监督检查和监管，渔业生产环节安全监管等环
节，保证年度项目建设顺利开展，不发生重大渔业安全事故。

打击非法捕捞野生鱼类
、破坏水生生态环境；
渔业生产环节安全监
管，不发生重大渔业安
全事故

13、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

各市县级农业局或农广
校

对农民进行培训，促进培训人员增收

对农民开展生产经营
型、专业技能型、专
业服务型三个类型的
培训

14、农产品质量
安全

1.承担省级任务的州县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机构；
2.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综合执法部门；
3.承担“三品一标”及
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的
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部门及依托的示范基
地；
4.根据国务院食安办要
求，在开展省级开展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
作、承担具体创建工作
任务的县农业局；
5.实施基层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的县
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站。

1、省级例行监测、监督抽查蔬菜、水果、畜禽产品、水产品、茶
叶
2、加强县、乡机构能力建设作为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基层机构设
置、队伍完备、能力提升
3、国家农产品质检体系“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建设的16家州
（市）级、118家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全部建设完工
4、力争新认证‘三品一标’600个以上”

例行检测、“三品一标
”认证、基层资质能力
建设

在资质建设中可能涉
及到对检测人员进行
技术培训

15.农机技术推
广与购置补贴

基层农机技术推广机构
农林局、农机处

1.示范区建设：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2.培育扶持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购机
补贴、机棚机库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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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资金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分项工作概述 其中：管理性工作 其中：培训 备 注

15.农机技术推
广与购置补贴

基层农机技术推广机构
农林局、农机处

3.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使用任务

4.统计宣传：农机化信息统计汇总，发放宣传材料，现代农机化
技术的推广应用、试验示范（机具：果蔬烘干机）

农机化信息统计汇总

5.深松作业

安全监理机构

1.农机安全监理：市县两级平安农机示范创建，安全生产会议，
安全宣传月，农机事故应急演练，安全生产责任书签订，安全隐
患排查，农机事故、重伤、死亡率三项指标控制

安全隐患排查，农机事
故、重伤、死亡率三项
指标控制

2.质量监督：投诉受理处置，拖拉机挂牌率、持证率、检验率，
安全生产检查

均为管理性工作

农机学校
教育培训：购机补贴培训，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农机修理工、操
作工、实用人才培训，拖拉机驾驶人培训考试，农机现场作业演
示

16.农业信息化
与农产品市场推
广

各县（市、区）农业局
、信息处（科）、农经
站、企业等

1.农产品品牌创建示范区建设：以区域品牌打造为抓手，突出各
地种养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重点支持农业品牌工作规划组织、
“三品一标”认证、宣传推广、展销展示等方面工作，形成县区
的区域品牌群。

2.农村田头市场示范建设：在生产县选择水果、蔬菜、畜禽、水
产品和特色农产品等需要进行产地商品化处理的品种实施田头市
场示范建设，建设主要按照“6+4”的建设标准，即“有一块采后
处理场地、有一套质量速检设施、有一个冷藏保鲜仓库、有一个
简易交易厅棚、有一台电子地中衡、有一套信息采集公布设施”
、“基本金融服务、产地品牌培育、实地信息服务和‘合作社+经
纪人+农户’运行机制”。

3.农业统计成本物价调查工作：农业统计、农产品成本收益、价
格调查、市场运行监测预警分析

均为管理性工作

4.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站建设，包括云农12316益农信息
社标识牌的悬挂、建立信息员数据库和专家数据库、采集农业企
业和产品等各类信息、专家解答问题、用户推广、农业信息网和
数字乡村网信息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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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农产品加工
及统计监测

乡镇的乡企科

1、培育龙头企业，资金主要分给各个地州，各个地州将资金分给
报项目的龙头企业，采取方式为先建后补，对应获得专项资金的
龙头企业有个评审过程
2、农产品加工产业化数据统计，例如农产品加工产值、增长率等
3、对新认定的省级龙头企业进行培训，对从事农产品粗加工的民
工进行培训
4、省级龙头企业认定三年为一周期，周期满后若达不到省级龙头
企业的标准则从省级龙头企业中剔除，省级龙头企业认定小组由
省政府组织人手进行认定，认定对象由各州市进行上报
5、培育的省级龙头企业对应起到的社会带动效应并没有书面资料
支撑

1、对民工进行农产品
粗加工的培训
2、对新认定的龙头企
业进行培训，培训内
容主要对新认定龙头
企业下一步工作进行
安排

18.生物产业发
展

中药材基地建设及加工

中药材标准制（修）定

产业统计监测及信息服务 管理性工作

19.跨境动物疫
病区域化管理试
点建设

建设2个高速公路联合检查站和2个国道省道联合检查站

建设提升边境动物疫病监测预警能力：改扩建兽医，购买监测仪
器

建设边境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能力：改造提升办公和业务用房、提
升卫生监督执法、信息化管理、动物移动控制能力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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