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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等 7部门关于切实抓好
2024 年粮油生产保供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充分调动农民粮油生产积极性，扎实推进粮油产业健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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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坚决打好粮食安全保卫战，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抓好 2024

年粮油生产保供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聚焦

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保供给、促增收为目标，按照“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的要求，健全责任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强化科

技支撑、加强指导服务、做好防灾减灾，在挖潜提升、增量拓展、

绿色转型上下功夫，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推动粮油生产稳面积、

提单产、增效益、强基础，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先行的精彩“三农篇章”奠定基础。

二、目标任务

（一）确保粮食播种面积达 1520 万亩、总产量达 124.5 亿斤，

其中大豆播种面积 119 万亩、总产量 4.28 亿斤。

（二）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239.5 万亩、总产量 7.1 亿斤，其

中油菜播种面积 210万亩、总产量 6亿斤；油茶新种植面积 6.59

万亩、低产林改造面积 19.11 万亩，油茶产能 5.93 万吨。

（三）按期足额落实粮油储备规模，落实粮食作物种子 2250

万斤、油菜种子 14.2 万斤、农药 700吨、化肥 24 万吨储备。

三、重点工作

（一）强化耕地保护利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



- 3 -

升“田长制+耕地智保”实战实效，夯实“人防+技防”耕地保护

机制，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协同推

进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进“多田套合”，逐

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新增划定粮食生产功能

区储备区 19 万亩。加强耕地用途管控，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引导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

生产，确保粮食生产功能区种植一季以上粮食作物，严格治理耕

地抛荒。继续实施土壤健康行动，改善提升耕地地力和产出能力。

加强冬闲田综合利用，鼓励冬季多种绿肥，增加土壤肥力，提高

耕地利用率。

（二）提高粮油生产水平。开展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行动，推动良种、良法、良机、良制相配套，以典型示范带

动大面积均衡增产。选育推广高产优质多抗粮油品种，扩大优质

粮油作物种植面积，加强粮油生产先进技术集成应用,层层组织开

展粮油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和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建

设部级粮油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 10 个以上，省级粮油绿色高

产高效示范片（攻关方）400个以上，培育 350 个以上粮油规模种

植能手和高产典型。围绕油茶保供任务，保障油茶种苗供应，加

强种苗质量管理，确保使用良种造林。加快推进粮油生产全程全

面机械化，重点破解水稻油菜机插、油菜大豆机收和丘陵山区机

械化作业等薄弱环节，大力推广精量化播种、精细收获减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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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水稻机插面积达 400 万亩以上，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0%以上，水稻机收损失率控制在 2.8%以内。

（三）完善粮油生产经营机制。鼓励规模粮油经营主体立足

生产，开展粮油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延伸产业链、价值链，

提高粮油生产附加值。大力推广粮经轮作、水旱轮作、农牧结合、

综合种养等“千斤粮万元钱”生产模式，充分利用中低产田、低

洼田、冬闲田等地块潜力开展稻渔综合种养，努力增加农民经营

收益。引导连片土地集中流转，大力支持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建

设，着力推进粮油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大力

推行以股份合作为主导的林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建立以“强村

公司”等为主导的流转收储平台，推动实施油茶林地规模化经营。

鼓励各地探索建立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租金差别化调节机制，降

低种粮土地成本。全省水稻产加销一体化 100 万亩以上，“水稻+”

综合种养 200万亩以上，培育水稻高质量发展先行县 10 个。

（四）大力开展农业防灾减灾。牢固树立防灾减灾意识，切

实加强农业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完善防灾减灾预案，推进风险隐

患排查整改，强化沟通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落实落细

防灾救灾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因灾损失，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切

实加强病虫疫情科学防控，持续推进病虫害监测体系建设，强化

水稻“两迁”害虫、二化螟、草地贪夜蛾、稻瘟病、白叶枯病、

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监测预警，加大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培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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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力推行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水稻统防统治覆盖率达 50%

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

（五）加强储备管理。全面落实粮食和食用植物油储备任务，

优化储备品种结构，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70%。

有序开展储备轮换，月末实际库存不低于储备规模的 70%，政府储

备粮中晚稻比例不低于 40%。加强对储备粮省外代储的监管，强化

风险管控，确保储存安全，省外代储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储备规

模的 20%，各市负责统筹所辖县（市、区）省外代储计划，报省发

展改革委、省粮食物资局同意后实施。完善省市县三级种子、农

药、化肥储备制度，落实落细储备任务。

（六）搞活市场流通。加强省际粮食产销合作，建立稳固的

省外粮源仓储基地，发挥市场优势，畅通粮源渠道，确保有效供

给。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持续实施粮食绿色仓储、粮食品种

品质品牌、粮食质量追溯、粮食机械装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

粮食节约减损健康消费“六大提升行动”。加强粮食应急保障，

加快推进省级应急保障基地和市县应急保障中心建设，确保粮食

应急保障能力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加强粮食产业链建设，持续深

化现代化粮食收购服务体系建设，整合全社会粮食收购服务力量，

不断提升为农为企服务能力；推进“五优联动 ”提质扩面，实施

规模不少于 80 万亩；培育‘浙江好粮油’产品和优质粮油品牌，

拓展线上线下营销渠道，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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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保障

（一）完善生产扶持政策。实施粮油种植大户直接补贴，省

财政对全年稻麦油复种、一季旱粮种植和“三园”地间作套种同

一旱粮作物（不含大小麦）种植 50 亩以上的规模化主体（含制繁

种），按实际种植面积给予每亩 120 元的直接补贴。支持油茶生

产保供，省财政对新增油茶规模化种植任务按 1000 元/亩标准予

以补助。加强农资成本监测，落实省级规模种粮动态补贴政策。

加大粮油生产社会化服务支持，对开展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统防统

治和水稻机插秧等社会化服务予以补助。完善中央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政策，鼓励各地先行试点优化补贴办法，重点支持种粮农民。

建立健全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在落实中央产粮大县奖励政策

基础上，省财政对粮食播种面积或增量位于全省前列的县分别给

予一定奖励。突出多目标导向，探索建立补贴与产量形成、绿色

生产、耕作模式、抛荒地整治等相结合的正向激励和负面清单机

制，鼓励各地对利用冬闲田种植绿肥进行政策扶持。

（二）落实收购和订单奖励政策。严格执行省定小麦、稻谷

最低收购价政策。各级财政对按订单向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交售稻

谷和小麦的种粮主体给予奖励。省内早稻实行订单全覆盖，全省

统一早稻订单每百斤奖励 30 元；省级小麦订单每百斤奖励 30元，

每亩不超过 150 元；省级晚稻订单每百斤奖励 20 元，每亩不超过

180 元，各地订单奖励标准原则上不低于上年水平。鼓励各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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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订单余缺调剂。对参与现代化粮食收购服务体系建设，向国有

粮食收储企业提供符合储备质量要求订单粮食的社会粮食收购服

务主体给予一定奖励。继续实施订单良种奖励政策，与种子企业

签订订单合同并按订单交售水稻、小麦良种的种子生产者，省财

政按实际交售种子数量给予奖励，每百斤常规水稻种子奖励30元；

每百斤杂交水稻种子奖励 100 元，每亩最高不超过 300 元；每百

斤小麦种子奖励 30 元，每亩最高不超过 150元。

（三）强化金融保险支持。全省推行政策性水稻完全成本保

险，继续实施大麦、小麦、玉米、油菜种植和杂交水稻制种等政

策性农业保险，由各级财政按现行标准给予保费补贴。继续执行

规模种粮贷款贴息政策，省财政按3%的贴息率且不超过实际贷款

利率的70%（两者取低值）给予贷款贴息，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加大

贴息力度。鼓励各地依法采用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油

茶林种植和改造，实施林业政策性保险。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市、区）政府要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落实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定期研究粮油生产保供工作，

不断加大政策扶持，统筹抓好粮油生产、流通、储备、产销协作

和节粮减损等各项工作，推动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各级农业农

村、粮食物资、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供销、林业等部门

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全力抓好粮油生产保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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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考核评价。将粮油生产保供工作纳入耕地保护和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各地要及时分解落

实年度粮油生产任务，建立粮油生产保供监测评价体系，建立台

账清单，落实督导、调度、通报、约谈机制，形成争先创优的良

好氛围，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粮油生产目标任务。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结合粮油生产实际，加大扶持

力度，尽早制定出台当地年度粮油扶持政策。强化政策宣传，通

过广播、电视、报纸、印发政策明白纸等多形式、多渠道大力宣

传解读各项惠农政策，传递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农抓粮的决心，

坚定基层抓好农业生产的恒心，提振农民种好粮食的信心。

宁波市粮油生产保供扶持政策可参照执行，具体根据当地实

际自行确定。

本文件自 2024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

附件：1.2024 年粮食面积和产量任务

2.2024 年油料面积和产量任务

3.2024 年油茶面积和产量任务

4.2024 年农资应急储备指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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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粮食面积和产量任务

单位：万亩、亿斤

粮食 其中：早稻 晚稻 小麦 旱杂粮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其中：大豆

面积

其中：大豆

产量

全省 1520 124.5 170 14.05 790 80.86 170 9.45 390 20.14 119 4.28

杭州市 138.1 10.65 4.5 0.41 66.5 6.51 17.6 0.99 49.5 2.74 18.33 0.67

宁波市 170.9 14.2 22.3 1.92 90.3 9.33 22.5 1.3 35.8 1.65 7.8 0.28

温州市 169.9 13.81 33.3 2.63 88.7 8.6 1.3 0.06 46.6 2.52 8.23 0.282

湖州市 120.3 10.6 0.8 0.06 77.4 7.98 25.1 1.55 17 1.01 6.53 0.28

嘉兴市 229.2 19.59 0.2 0.02 129.6 14.17 79.4 4.31 20 1.09 8.96 0.38

绍兴市 179.8 14.99 25 2.24 95.6 9.52 12.2 0.68 47 2.55 15.93 0.56

金华市 126.9 9.61 24.5 1.96 54.5 5.36 3 0.14 44.9 2.15 16.03 0.58

衢州市 134.5 11.1 28.8 2.21 68.1 7 0.5 0.02 37.1 1.87 14.43 0.482

舟山市 8.2 0.6 0.2 0.01 3.8 0.37 0.6 0.02 3.6 0.2 0.7 0.022

台州市 131.8 11.08 29 2.48 67 6.84 6.3 0.31 29.5 1.45 5.13 0.182

丽水市 110.4 8.27 1.4 0.11 48.5 5.18 1.5 0.07 59 2.91 16.93 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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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油料面积和产量任务

单位：万亩、亿斤

地 区
油料 其中：油菜

面积 产量 面 积 产量

全 省 239.5 7.1 210 6

杭州市 42.76 1.39 38.03 1.2

宁波市 20.78 0.68 15.17 0.45

温州市 17.81 0.49 16.14 0.42

湖州市 16.49 0.54 16.18 0.53

嘉兴市 11.15 0.35 10.99 0.34

绍兴市 25.21 0.8 19.09 0.57

金华市 32.34 0.9 27.99 0.76

衢州市 48.27 1.29 45.42 1.2

舟山市 2.5 0.08 1.79 0.05

台州市 13.33 0.35 11.79 0.3

丽水市 8.86 0.23 7.41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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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 年油茶面积和产量任务

单位：亩、吨

地区 新种林面积 低产林改造面积 产能

全省 65891 191109 59270

杭州市 6671 29996 6282

宁波市 3849 0 204

温州市 4405 19414 3995

绍兴市 1840 1467 488

金华市 3782 14961 3123

衢州市 29028 38317 17182

台州市 3145 21019 4229

丽水市 13171 65935 2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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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 年农资应急储备指标分解

地 区
粮食种子

（万斤）

油菜种子

（万斤）

农药

（吨）

化肥

（万吨）

全 省 2250 14.2 700 24

杭州市 187 1.91 52 1.27

宁波市 201 0.68 56 1.38

温州市 212 0.66 59 1.45

湖州市 131 0.8 37 0.9

嘉兴市 190 0.45 53 1.29

绍兴市 174 0.87 49 1.2

金华市 198 1.38 55 1.35

衢州市 131 2.3 37 0.9

舟山市 19 0.08 5 0.15

台州市 170 0.55 48 1.17

丽水市 137 0.3 39 0.94

省本级 500 4.22 210
12（旺季）

2（淡季）

注：油菜、小麦、早稻、晚稻种子分别在 7 月底、8 月底、10 月

底和次年 1 月底之前入库；省级化肥储备旺季（4—9 月）12 万吨，其

中尿素 5万吨、复合肥 5.5 万吨（配方肥不低于 3.85 万吨）、钾肥 1.5

万吨，省级化肥储备淡季（10 月—次年 3 月）2 万吨，其中复合肥 1.5

万吨（配方肥不低于 1.05 万吨）、钾肥 0.5 万吨，市县两级化肥储备

时长和品种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少于 6 个月；农药储备时间

为 4—10 月。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