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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霞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发力实施“绿色农资”行动的建议》已收悉，

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

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农资保供稳价作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牢记“国之大者”，保障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有关建议重点做好以下

几个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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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农资保供稳价工作机制。为确

保农资供应量足、质优、价稳，农业农村局联合供销系统强化统

筹指导和工作调度，指导基层供销社和农资经营大户及早与省、

市农资经销龙头企业和化肥生产企业衔接落实货源，做好化肥、

农药、农膜等主要农资商品调运储备和组织供应工作。要求认真

履行农资保供稳价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货源监管、进货查验、销

售监控和“电子一票通”台账管理等制度。为农资安全提供有力

保障。

二、深入实施绿色农资行动，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随着

绿色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逐步扩大有机肥、水溶肥、低毒低残

留农药和生物农药等绿色高效环保优质农资的供应占比。加大向

农民普及科学施肥知识工作力度，倡导有机肥替代化肥，推广测

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科学施肥技术，提升施肥专业化、集

约化水平和肥料的利用率。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精神，不断扩

大水溶肥、有机肥等新型肥料供应占比，适应化肥减量增效要求。

三、加大高标准农田土壤改良投入力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中，

土壤改良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工程，包含盐碱化治理、地力培肥、

深耕深松等一系列改良土壤的措施。2019--2023年，我市建设高

标准农田 159.9万亩，其中通过实施优质有机肥、土壤调理剂来

改良土壤面积达 154.3万亩，有效调节土壤 pH值逐步恢复土壤

肥力。范县 2024年初步谋划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5万亩，亩均投

资超过 3000元，项目区内土壤改良工程投入资金随之加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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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推进耕地地力恢复与提升。这也是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提升耕地内在质量和产出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

全基础的重要举措。

四、推动产业升级，加强有机肥生产与应用。结合本市现代

设施畜牧业改造建设，提升养殖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能力，实

现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发展。重点支持本市畜禽养殖场粪污消纳，

且产品优、规模大、市场适销的企业，引导其向规模化、自动化

方向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技术攻关，推进畜禽

粪便无害化处理、科学施用等关键技术研究，研发肥料生产使用

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开展绿肥作物新品种选育、高产栽培

技术研究及综合利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贯彻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国家战略，多渠道开展有机肥料推广

应用工作。持续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种养循环、绿肥种植、

秸秆还田、轮作休耕、果园生草栽培和施用农家肥等综合措施，

减少化肥使用量，提升耕地土壤质量。

五、“四轮驱动”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四轮驱动”：一要持续培育多元农业社

会化服务主体；二要持续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延伸开展政

策法律咨询、财务管理、技术培训、供需衔接、金融保险对接等

各类服务，不断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范围；三要持续强化农业社

会化服务规范管理；四要持续加大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支持。围

绕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用地、人才等方面，完善农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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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配套政策，优化支持方式，提高扶持政策的针对性、有效

性。

非常感谢您对农业农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024年 6月 20日

（联系人：董心普 电话：0393-4438860）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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