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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政部、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
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财农 〔2016〕 26号）。针对此次农
业补贴政策改革相关问题，两部门有关负责人做了详细解答。

1、为什么要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
农业补贴是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
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政策（以下统称农业“三项补
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
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
深刻变化，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应递减，政策效能逐步降
低，迫切需要调整完善。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和近年来中央1号文件关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农业补
贴制度的精神，财政部、农业部针对农业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政策改革方案。
经国务院同意，2015年启动了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
策的试点工作，将三项补贴合并为一项，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
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两个方面。在试点取得显著成效的情况下，
2016年决定全面推开改革。

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改革，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迫切需要。我国农业生产成本较高，种粮比较效益
低，主要原因就是农业发展方式粗放，经营规模小。受制于小
规模经营，无论是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金融服务的提
供、与市场的有效对接，还是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推进、农产品
质量的提高、生产效益的增加、市场竞争力的提升，都遇到很
大困难。因此，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粮食安
全保障能力，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迫切需
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加大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改革，是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
能的迫切需要。在多数地方，农业“三项补贴”已经演变成为
农民的收入补贴，一些农民即使不种粮或者不种地，也能得到
补贴。而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却很难得到支持。农业“三项补贴”政策
对调动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大大降低。因此，增
强农业“三项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加大对粮食
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力度，提高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能，迫

切需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
同时，调整完善现行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有利于我

国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一步通过“绿箱”政策措施加大
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

2、2015年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情
况如何？农民有什么反应？

2015年，财政部、农业部为探索模式、总结经验，按照
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5个省
开展“三补合一”试点，同时鼓励其他省份根据本地实际，比
照试点省政策和要求自主开展试点。试点省中，山东、湖南、
四川和浙江在全省范围内试点，安徽省选择已完成或基本完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成立县级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
组织的6个县开展试点。非试点省中，天津、上海和河南等3
个省自主开展了试点，且均在全省范围内试点。各试点地区结
合本地实际，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在保持补贴政
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补贴标准，提高政策效能。

从2015年试点情况看，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降低
了政策实施成本。政策调整后，统一了农业“三项补贴”资金
的审核和发放程序，标准清楚明确，减少了基层多口径、多次
核实种植面积的工作量，政策落实更加简便、快捷、有效。据
湖南省反映，原来发放农业“三项补贴”前后共需发放20余
次，合并后仅需1次，大大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提高了工作效
率。另一方面，支持了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重点是支持建立完
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为新型经营主体解决“贷款难、贷款
贵”难题。截至2016年4月底，已有13个省级农业信贷担保
机构挂牌运营。各地还探索出了一些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
好做法，如浙江省重点扶持粮食生产联合社服务能力建设，打
造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全产业链，增加农业附加值，增强
市场竞争力；湖南省开展“百千万”工程，重点支持100个产
业化龙头企业、1000个农机合作社和1万户家庭农场，并对
早稻集中育秧等重大技术推广予以补助。

为客观评估试点成效，我们邀请了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
政策研究中心进行了第三方评估。从第三方评估结果看，三补合
一后，耕地撂荒现象减少了，农民的获得感增强了，政策实施成
本也大大降低了。据对5个试点省10个县、20个行政村、309户
农民的调查数据显示，94%的农户表示接受“三项补贴”改革，而
且农业“三项补贴”资金一次性发放，提高了政策满意度。

3、今年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包
括哪些内容？

在2015年试点基础上，经国务院同意，2016年在全国范
围内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
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一是支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
权的种地农民。鼓励各地创新方式方法，以绿色生态为导向，
提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引导农民综合采取秸秆还田、
深松整地、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施用有机肥等措施，切实加强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自觉提升耕地地力。

二是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对象重点向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
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近几年支持重点
是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并推动担保业务尽快实质运
营，切实缓解农业生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我们认为，通过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会发挥多重积
极效应。一是有利于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
性。将补贴与耕地保护挂钩，可以调动农民保护耕地、提高地
力的积极性；通过统一资金审核和发放程序，可以减少工作环
节，减轻基层负担，节约时间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有
利于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政策引导，加快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
营，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加快进入规模化、产业化、社会化发
展新阶段，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三是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
加快发展。通过调整部分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
系，强调其政策性、独立性和专注性，可以撬动金融和社会资
本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有效缓解农业农村发展资金不足问题。

4、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将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近年来，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但在发展中还
面临着各种难题，我们认为其中最普遍的困难是由于缺乏抵押
物，导致“融资难、融资贵”。为此，近几年我们重点支持建立健
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中央财政资金统筹用于资本金注入、担保
费用补助、风险补偿等方面，力争用3年时间建成政策性、独立
性、专注于农业、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通过强化银担
合作机制，着力解决新型经营主体“成长中的烦恼”。

此外，我们也鼓励各地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支持粮食
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贷款利息按照不
超过贷款利息的50%给予适当补助；可以采取“先服务后补
助”、提供物化补助等方式，开展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也可
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快粮食生产托管服务、病虫害
统防统治、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5、农民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改革后的补
贴对象、标准、补贴发放的时间和方式有哪些
要求？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
农民。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
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
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
条件的耕地不再给予补贴。

中央财政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按照耕地面积、粮食产
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等因素测算切块到省，由各省结合本地
实际确定补贴对象、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依据可以是二轮承包耕地面积、计税耕地面积、确权耕地面积
或粮食种植面积等，具体以哪一种类型面积或哪几种类型面
积，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自定；补贴标准由地方根据
补贴资金总量和确定的补贴依据综合测算确定。

我们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力争于6月
30日前将兑现到农民手中的补贴资金发放到位。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将以“一卡（折）通”方式直接兑现到农户。

6、如何确保政策落实，确保改革取得成
效？

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事关广大农民群众利益和
农业农村发展大局，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大
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调整
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明确责任，加强配合，扎实工作，确保完成调
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各项任务。

《通知》明确，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由省级人民政
府负总责，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各省
实施方案在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前要与农财两部充分沟通，
正式发布后要及时报送农财两部备案，确保符合中央改革方
向。《通知》还要求，省级财政、农业部门要切实做好资金拨
付和监管工作，督促县级财政、农业部门做好基础数据采集审
核、补贴资金发放等工作。对于骗取、套取、贪污、挤占、挪
用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的，或违规发放补贴资金的行为，要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财政部、农业部将强化监管督导，研究制定资金管理办法
和绩效管理制度，适时对各地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落实情况
开展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
金及补贴工作经费分配的重要因素。 (据《吉林农村报》 )

水稻赤枯病是一种生理性病害，多
发生于水稻开始分蘖时，分蘖盛期达到
高峰。在气温高，连续干热的气象条件
下，发病早而重；多雨低温的条件下发
病晚而轻，甚至不发病。我市发生的赤
枯病，有以下四种类型：（1）缺锌型赤
枯病：新叶从中脉开始向外退绿，逐渐
变黄变白，并在叶脉两侧出现两条白色
条纹，叶片中、下部出现褐色斑点，褐
斑密集，远看稻苗呈锈色。严重的稻苗
生长参差不齐，明显矮化丛生，成片枯
萎，甚至死亡。根系老朽，呈裼色。
（2）缺钾型赤枯病：植株矮小，呈暗绿
色，在老叶尖端和叶缘产生红褐色小斑
点，最后叶片自叶尖向下，由叶缘向内
侧逐渐变赤褐色枯死。根系呈黄褐色，
并混有黑根、烂根。（3） 缺磷型赤枯
病：移栽后秧苗发红不返青，或返青后
出现僵苗现象；叶片细瘦且直立不披，
有时叶片沿中脉稍呈卷曲折合状。严重
时叶尖带紫色，远看稻苗暗绿中带灰紫
色。根系短而细，呈灰白色。（4）中毒
型赤枯病：株型矮小、分蘖少，茎节上
生有气生根；叶片、叶鞘黄化，并出现
赤裼色斑点，叶片自下而上呈赤褐色枯
死。根系黑色或深褐色，新根极少。中

毒型赤枯病多发生在土质粘重或碱性
大、通透性差的“烂泥地”，长期积水的

“深灌田”，有机质未充分分解腐熟的草
茷地，或者根茬聚集多的地段。在高温
干旱的天气，中午常见田里水中冒气
泡，泥土有腐臭味。

防治方法：（1）对常发病的地块，
要因地制宜改良土壤，加深耕作层，增
施腐熟的有机肥料，以沙压碱，改善土
壤结构，提高通气性。（2）搞好田间排
灌工程建设，实行浅水勤灌，适时晒
田，促进水稻根系生长，提高吸肥能
力。（3）合理施肥，平衡营养，做到缺
啥补啥。一是结合施用返青肥，按常规
用肥量加以补充。二是叶面喷施微肥。
缺锌的地块，喷施0.2%—0.3%硫酸锌水
溶液；缺磷的地块可喷施0.3%磷酸二氢
钾水溶液；缺钾的地块，可喷施0.5%—
1%硫酸钾水溶液或0.3%磷酸二氢钾水
溶液。一般每亩喷施40—50公斤。为培
根促壮，在肥液中可加适量芸苔素内酯
和叶面肥。（4）排水晒田。在发病初期
排水晒田2—3天，然后再灌水正常管
理。对于中毒型赤枯病，复水后可喷施
叶面肥加碧护每亩2—3克，加快病苗康
复。 （作者单位：白城市老科协）

怎样防治水稻赤枯病
●吴耀声 姚凤君

N 种植园地

根据水田杂草的发生特点，化学除
草的基本策略是，狠抓前期，挑治中、
后期。前期（移栽前至移栽后10天）在
插秧前和插秧后，采取土壤封闭的方
法，尽量将杂草消灭在萌芽状态，此为
上策。中期（移栽后10—25天），则以
茎叶处理为主，重点防治一些未封住的
多年生恶性杂草，此为补救办法。下面
就谈谈杂草茎叶处理问题：

一、秧田用丁·扑合剂未封住，或者
播后未做药剂封闭，长出稗草等禾本科
杂草，可用氰氟草酯 （千金） 10%乳
油，每100平方米10—15毫升，兑水
2.5—5公斤，在稗草2—5叶期，均匀喷
雾。防治阔叶杂草，在水稻2—3叶期，
每100平方米苗床用苯达粉（排草丹）
48%乳油25毫升，兑水均匀喷雾。禾本
科杂草和阔叶杂草混生的秧田，可用千
金与苯达松混配液，在水稻2—3叶期喷
雾。

二、稻稗属于恶性杂草，形态和习
性极像水稻，伴生性强，难于防除。一
旦未封住，可用：①五氟磺草胺 （稻
杰）2.5%油悬浮剂，施药量按稗草叶龄
和密度确定。一般1-3叶期，每亩用60
毫升，3—5叶期用70—80毫升，5叶以
上适当加量，兑水20—30公斤喷雾。用
药前排干水，用药后24小时灌水，水层
3—5 厘米，保持 5—7 天。②10%千
金：稻稗3—5叶期，每亩用药80—100
毫升，兑水喷雾。施药后对水层要求不

严，尤其适用于漏水田。千金可以单独
施用，也可以和稻杰等除草剂混用。③
50%二氯喹啉酸 （快杀稗） 可湿性粉
剂：在稗草2—7期，根据草龄大小和杂
草密度确定用药量，一般每亩用30—50
毫升，大龄稗草可用到80毫升，并可以
与其他除稗剂混用。

三、防除三棱草、野慈菇 （ 驴耳
菜）、雨久花（兰花菜）、泽泻（大水白
菜）等多年生阔叶杂草，可用：①48%
苯达松每亩200毫升。②每亩用48%苯
达松 133 毫升加农多斯 （56%二甲四
氯） 27克。③每亩用48%苯达松70—
100 毫升加 70%二甲四氯钠盐 30—50
克。④谷欢46%水剂，单用每亩用150
毫升，也可用谷欢 100毫升加苯达松
100毫升，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施用。
以上药剂，在喷药前均需排水，施药后
1-2天灌水正常管理。

四、茎叶处理需注意以下几点：①
喷药前一天排水，将杂草露出水面三分
之二以上，喷药后1-2天灌水，水层
3—5厘米，保水5—7天，以利发挥药
效。②用药量可随叶龄增长而增加，但
以不发生药害为前提。③喷药时，可根
据杂草在田间的分布状况，采取见草施
药，重点挑治的方法。④喷药最好趁
早、晚进行，避开高温时段，喷药要均
匀，不重复、不漏喷。喷药后8小时内
下雨，可视雨情重喷。

（作者单位：白城市老科协）

水田杂草茎叶处理方法
●吴耀声 姚凤君

财政部、农业部有关负责人

解答农业“三项补贴”改革

通 知
长春客运段客运七队

列车员：李春生、才丰、

刘才山、李海冰，限你们

于2016年6月6日前，到

单位办理劳动关系有关事

宜，逾期不到后果自负。

长春客运段

2016年5月23日

白城市恒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
辅助工作办公室委托公开拍卖下列
标的：

1、位于白城市新华东大路3号楼
37-1号 （清真寺西侧） 面积:117.06
㎡、37号面积：105.66㎡，以上标的
整体拍卖，合计参考价：208.25万元
（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2、位于白城市新华东大路3号楼
41 号 （清真寺西侧） 面积:105.66
㎡、41-1号面积:119.36㎡、43号面
积:119.36 ㎡ 、 43-1 号 面 积 105.66
㎡，以上标的整体拍卖，合计参考

价：420.80万元 （竞买保证金：200
万元）。

详情请咨询恒兴拍卖公司。有意
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
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2016年6月1-3日
报名登记时间：
2016年6月6日16时前
拍卖时间：2016年6月7日9时
拍卖地点：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系电话：0436-3238707
公司地址：白城市幸福南大街

9-8号（市财政局南50米路东）
2016年5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吉林省天盛拍卖有限公司

接受委托，对下列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

1、 白城市明仁南街6（楼）
一 单 元 5 层 西 门 ，建 筑 面 积
128.97 平方米，参考价格 361，
116.00元；

2、 白城市明仁南街4（楼）
三 单 元 5 层 东 门 ，建 筑 面 积
129.09 平方米，参考价格 361，
452.00元；

3、 白城市明仁南街6（楼）
四 单 元 4 层 西 门 ，建 筑 面 积
101.24 平方米，参考价格 283，

472.00元。
拍卖标的展示及报名登记时间：
2016年5月26日至27日
拍卖时间：
2016年5月30日9：00时
拍卖地点：吉林省天盛拍卖有限
公司（海明东路25号）
网址：http://www.jltspm.com

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身份证
件及20%的竞买保证金到我公
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详情请拔打咨询电话：

0436-3245000
15843606978

拍卖公告

出 售
现有稻米加工企业整体出

售（位于洮南市福顺镇，临公

路）该企业占地面积约8400平

方米，地上建筑物面积约1000

余平方米，稻米加工生产线一

条，日产100吨，该企业各项手

续证照齐全、设备完好，接手即

可生产，出售价格面议，非诚勿

扰。

联系人：董先生

联系电话：13304367566
















 

《白 城 日 报》、《城 市 晚 报·百 姓 生 活》广 告
是您通往成功彼岸的桥梁,是您联系大众的纽带!
《白城日报》 是中共白城市委机关

报，《城市晚报·百姓生活》是《白城日
报》和《城市晚报》共同打造的都市类报
纸。两报是面向全国发行的主流媒体，始
终坚持弘扬主旋律、服务中心、服务民
生，其权威资讯、深度观点、实用信息为
受众广泛赞誉；其影响力、公信力、权威
性、时效性、发行的广覆盖是当之无愧的
白城第一报。真诚期望各界有识之士，来

白城发展创业，来白城日报社发布信息，
共同铸就我们的辉煌未来！白城日报社广
告由白城日报社自主经营。
广告业务联系电话：

白城：0436—3323838
大安：5234360 13251769263
洮南：6323262 13039369889
镇赉：7222023 13943692271
通榆：13204409555

5月21日，市民和游客在万载县高城镇绿泉种植农民合作社的有机百合园里赏花。
进入5月下旬，江西万载县的龙牙百合花竞相开放，成片花海，如诗如画，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

赏。
近年来，万载县把百合产业融入现代（有机）农业之中，争取到龙牙百合种子繁育项目、龙牙

百合产业化基地项目等国家项目，促使龙牙百合呈现产业化发展之势。种植基地也由原来的不足800
亩扩大到现在的5000多亩，产量6000多吨，产值7000多万元，并开发出百合奶、百合露、百合酒、
百合糕、百合面等8大系列40多个品种，产品远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综合产值超过2亿元。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防治鹅病应“重防轻
治”，而接种疫苗则是最有效
的防病手段之一。现将鹅的常
用疫苗及其免疫方法介绍如
下，以供参考。

雏鹅
一用小鹅瘟活疫苗。种鹅

未经小鹅瘟活疫苗免疫，或经
小鹅瘟活疫苗免疫，但时间已
超过100天，这类种鹅产的蛋
孵出的雏鹅，在出壳后1～2
天用小鹅瘟活疫苗1羽份皮下
注射免疫，7天后产生免疫
力。免疫种鹅在免疫后100天
内产的蛋孵出的雏鹅有母源抗
体，不要用活疫苗免疫，以免
母源抗体中和活疫苗中的病
毒，导致免疫失败。

二用小鹅瘟抗血清。在无
小鹅瘟流行地区，可在雏鹅
1～7 日龄时用同源 （鹅制）
抗血清，每只皮下注射0.5毫
升；在小鹅瘟流行地区，在雏
鹅1～3日龄时用上述血清每
只注射0.7毫升。

三用鹅副黏病毒灭活疫
苗、鹅流感灭活疫苗或鹅副黏
病毒鹅流感二联灭活疫苗。

未经单苗或二联苗免疫，
或免疫时间已超过2个月的种
鹅产的蛋孵出的雏鹅，如当地
无鹅副黏病毒病、鹅流感，可在

雏鹅10～15日龄时进行 I号
剂型单苗或I号剂型二联苗皮
下注射；如当地有这两种病，应
在5～7日龄时进行Ⅱ号剂型
单苗或Ⅱ号剂型二联苗皮下注
射。经单苗或二联苗免疫2个
月以内种鹅的后代雏鹅，可在
10～15日龄时进行I号剂型单
苗或I号剂型二联苗免疫。

子鹅雏鹅经鹅副黏病毒灭
活疫苗、鹅流感灭活疫苗或鹅
副黏病毒鹅流感二联灭活疫苗
免疫后45～60天，须进行第
二次单苗或二联苗免疫，适当
加大剂量，每只肌肉注射
0.7～1毫升。后备种鹅3月龄
左右用小鹅瘟活疫苗免疫 1
次，按常规量注射。

成年鹅
在鹅群产蛋前5天左右进

行小鹅瘟活疫苗免疫，如子鹅
已免疫过，可用常规4～5倍
剂量进行第二次免疫，免疫期
为4～5个月。如子鹅没免疫
过，按常规量免疫，免疫期为
100天。免疫后100～120天
再用2～5羽份剂量免疫1次。

在鹅群产蛋前10天左右，
肌肉注射I号剂型鹅副黏病毒
灭活疫苗、鹅流感灭活疫苗，每
只鹅注射1毫升，2个月后再注
射1次。 （据《农民日报》）

鹅常用疫苗及免疫方法

N 养殖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