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现代农业种业 

产业园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旗直各部门，各开发区（园

区）管委会，驻旗各单位： 

《达拉特旗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建设实施方案》经旗人

民政府 2022 年第 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你

们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2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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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建设 

实施方案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

粮”的基石。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关于推进种业振

兴的决策部署，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围绕打造

国家中西部最大制种基地目标，着力构建现代种业产业体系，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结合我旗种业发展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围

绕打造国家中西部最大制种基地目标，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强

化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快推进种业技术创新、品种创新、

机制体制创新，加强种业市场监管和服务，构建形成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人才为根本、地区协同发展、产学研深度融合、

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的现代种业体系，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立足实际、合理布局。从我旗种业发展实际出发，以

西柳沟流域为重点，统筹十大孔兑流域种业协调发展，依托高标

准农田项目建设，聚焦玉米、瓜果蔬菜等地方优势品种，兼顾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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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杂豆、花卉等其他特色品种，合理布局，有序推进。 

2.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破。充分利用现有种业发展基础，

着力改善种业发展基础设施，择优支持种业领域相关企业、科研

院所通过技术引进与合作，开展联合攻关，提高制种覆盖率，补

齐种业发展短板，夯实种业发展基础。 

3.坚持政府引导、多元投入。采取政府扶持、市场运作和依

法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重点支

持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建设。创新种业投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

地方特色种业重点项目引领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强化金融

支持，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 

4.坚持优化提升、健全体系。创新体制机制，推动产学研结

合、育繁推一体化，助力种业企业做专做强。全面加强资源保护、

育种创新和种业生产体系化建设，加快构建现代种业体系，提升

种业发展水平。 

二、建设目标 

2022 年，规划建设以白泥井镇万通农牧业科技示范园、蒙

禾产业园和真金种业产业园等区域为主体的达拉特旗农业（种

业）产业园区，全旗制种面积达到 1 万亩；到 2024 年，全旗制

种面积达到 3 万亩，创建自治区级种业产业园区；到 2027 年，

现代种业发展取得突出成效，全旗制种面积达到 10 万亩，认定

种子生产基地 20 个以上，千亩以上集约化制种基地 10 个，创建

国家级种业产业园；培育形成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新品种，相关

配套体系完善，形成以制种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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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的种业发展机制。 

三、投资概算 

达拉特旗农业（种业）产业园区，计划总投资 54680.7 万元，

分三期完成。具体为：一期投资 12326.7 万元，其中安排市旗两

级财政资金 5900 万元，企业自筹 6426.7 万元；二期投资 15045.8

万元，其中安排财政投资 3500 万元，企业自筹 11545.8 万元；

三期投资 27308.2 万元，安排财政投资 2400 万元，企业自筹

24908.21 万元。按照中央、自治区相关政策，一期建成后，申报

自治区级种业产业园，如获批，可获得自治区种业产业园专项资

金 5000 万元；二期建成后，申报国家级种业产业园，如获批，

可获得国家级种业产业园专项资金 1 亿元，相关资金均可统筹用

于园区建设。 

四、重点任务 

（一）规划建设农业（种业）产业园区。 

1.夯实园区基础设施。依托万通农业科技示范园、蒙禾产业

园和真金种业产业园现有基础设施，打造总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

米的现代种业产业园。园区包括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中心（已

建成）、种质资源保存库、种子及农资物联集散服务中心（已建

成）、粮食冷链物流及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农产品检测中心（已

建成）、技术培训学习中心（已建成）、院士专家生活服务中心（已

建成）七大功能区，主要为入园企业在育种、检测、交流、生活

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服务，总计投资 9800 万元，通过争取市旗

两级财政资金及申请国债等方式解决。计划一期投资 5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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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20000 平方米种质资源保存库。 

2.加快生产基地建设。计划投资 36170 万元用于 10 万亩种

子生产基地建设（不含土地流转费用）及配套农机具采购；一期

计划投资 3517 万元，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由企业进行投资，依

托十大孔兑的天然隔离条件，在全旗范围内建设 1 万亩制种基地，

统筹配套生态林、防护林、隔离带、田间道路等一体化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相关农机具购置。 

3.健全烘干加工配套设施。计划投资 5341.2 万元，其中一期

计划投资 2305.2 万元，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由企业（包括国有

企业）进行投资，用于购置和建设果穗烘干塔、种子加工线、10T/H

种子加工包衣包装流水线等相关设备，同时充分利用北斗卫星、

5G 通信等技术，打造智能化种子生产基地管理系统 1 套。   

4.打造种质资源研发创新基地。计划投资 1369.5 万元，通过

招商引资等方式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进行投资，其中用于购

置种质资源研发创新基地农机具 1000.96 万元，购置种质资源检

验检测设备 368.54 万元。一期计划投资 514.96 万元购置种质资

源研发创新基地农机具，投资 89.54 万元购置种质资源检验检测

设备。 

5.加强知识产权和技术团队建设。投资 2000 万元用于知识

产权及技术推广服务团队建设，包括专家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人

员费用、知识产权使用费等建设费用，通过争取市旗两级财政资

金以及申请国债等方式解决，一期计划投资 300 万元。 

（二）创新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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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励“制种企业+国有企业+村集体组织+农户”模式。国

有企业负责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进行流转土地或成立土地

股份合作社，制种企业与国有企业协商达成种子生产协议并签订

生产合同；村集体组织根据企业制种计划，负责制种规划、面积

落实、调整和统一确定所需隔离区等，组织农户进行生产并配合

企业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制种企业在种子生产过程中进行技术指

导和参与管理，国有企业对制种过程进行全程监管；生产的种子

由村集体组织负责按合同交给制种企业，完成一个种子生产期的

管理模式。该模式适合大宗玉米等规模化制种。 

2.鼓励“制种企业+国有企业+农户”模式。该模式由国有企

业统一流转土地或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制种企业与国有企业签

订制种协议，也可与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合作，由制种企业雇佣农

户全程进行制种生产和管理，农户将生产的种子按照合同交给制

种企业，完成一个或多个种子生产期的模式。该模式适合大宗玉

米等规模化制种。 

3.鼓励“制种企业+土地流转”模式。该模式由制种企业与

农户达成土地流转协议或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制种企业全程

进行制种生产和管理，完成一个或多个种子生产期的模式。该模

式适合小面积蔬菜、花卉等制种。 

（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1.制种企业引进方面。按照达拉特旗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积

极引进和扶持旗内外种业龙头企业投资建设，种业企业在我旗成

立总公司或分公司，并在产业园核心区域新建种子研发中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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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00 万以上的，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1—5‰、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给予一次性奖补。 

2.生产基地建设方面。充分利用产粮大县奖励等资金，对新

建制种生产基地规模达到 1000 亩以上、土地流转期限 5 年以上

的村级经济组织、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制种企业等经营主体，

按照每亩 100 元给予资金补贴。达拉特旗户籍农牧民以土地股份

合作社形式开展制种的，同时享受旗创建农牧业高标准生产经营

示范基地相关政策。即：一是以自然村（社）为单位，土地股份

合作社经营集中连片土地面积达到 1000 亩—3000 亩、入股农牧

民达到全体村民的 80%以上，并且按照绿色高质高效标准化示范

基地技术规程进行种植管理的，给予合作社每亩补贴 120 元；经

营集中连片土地面积达到 3000 亩—5000 亩的、入股农牧民达到

全体村民的 80%以上，并且按照技术规程进行种植管理的，给予

合作社每亩补贴 150 元。二是以嘎查村为单位，土地股份合作社

经营集中连片土地面积达到 5000 亩—10000 亩、入股农牧民达

到全体村民的 50%以上，并且按照技术规程进行种植管理的，给

予合作社每亩补贴 200 元；经营集中连片土地面积达到 10000 亩

以上、入股农牧民达到全体村民的 80%以上，并且按照技术规程

进行种植管理的，给予合作社每亩补贴 300 元。 

3.制种生产设施配套方面。村级经济组织、合作社、家庭农

牧场、制种企业等经营主体新建全落地式钢结构骨架节能日光温

室、半落地式钢结构骨架节能日光温室、钢结构塑料大棚等制种

生产设施的，分别按照 2 万元、1.5 万元和 6 千元每亩标准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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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具体详见《鄂尔多斯市 2021-2023年节能日光温室标准化钢结构

骨架购置补贴试点实施方案》） 

4.新品种研发方面。支持现代种业发展，鼓励和支持建设农

牧业种质资源库，保护我旗珍稀、濒危、特有种质资源与特色地

方品种，对建库的种业企业、科研院所予以项目支持。加强新品

种培育，推动育种创新成果转化，新品种、新品系获得国家知识

产权证书的，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通过国家、自治区审定的新

品种，分别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具体详见《鄂尔多斯市推进农

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若干政策》） 

    5.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方面。支持种业企业充分发挥资金、技

术、管理优势，参与各苏木镇、嘎查村“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建设，建成具有优质优势特色种业生产基地、原料基地、加工基

地，持续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对产业突出、生产规范、效益明显、

发展持续的优质优势特色种业基地，通过“先建后补、以奖代补”

的方式，按产业基地年度总产值的 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具体详见《鄂尔多斯市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若干

政策》） 

    6.金融扶持方面。按照鄂尔多斯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支

持产业振兴办法，对在我旗进行种业研发、生产加工的企业优先

享受乡村振兴贷款贴息政策。（具体详见《鄂尔多斯市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金融支持产业振兴办法》） 

    7.其他扶持方面。对入驻达拉特旗农业（种业）产业园的各

类经营主体，在享受中央、自治区、市、旗制定的优惠政策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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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政策同时，优先向上推荐申报种子产业相关项目，争取各级奖

励资金，优先在制种基地实施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社会化

服务等项目。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政府旗长为组长的达拉特旗现

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农业（种业）

园区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及时研究解决农业（种业）产业

园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构建起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合力推

进的工作机制。农牧局要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相关股室、

业务单位负责人以及相关专家为成员的种业技术指导组，在关键

农时季节组织开展现场观摩、技术培训、专家巡回指导、测产验

收等活动，确保技术入户到田。 

（二）强化协调联动。各苏木镇要积极引导涉农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牧场等经营主体加入到全旗种业发展和种业园区建设

中，全力支持和协调做好园区建设和土地流转等工作。旗农牧部

门负责各级产业园区的申报和创建工作，协调上级农牧部门做好

农业（种业）政策支持。财政部门要统筹整合现有专项资金和政

策，加大对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适时将种业发展纳入现有政府

投资支持范围，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种业建设发展，探索设立种业

发展产业基金，为现代种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发展改革部门要

对符合现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的种业项目给予支持。科技部门要

加大种业方面科技知识的推广、引导、普及工作，重点支持种业

创新工程，强化对种业创新发展的科技支撑。自然资源部门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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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园区建设用地保障工作，积极协调解决相关用地矛盾。金融部

门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园区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各有关部门、

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梳理任务清单，积极协同配合，确保种业园

建设各项目标任务和措施落实到位，共同推进全旗种业高质量发

展。 

（三）加强评价考核。农牧部门要强化行动方案评价考核工

作，围绕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建设方案目标和重点任务，科

学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考核通报制度，对苏木镇和有关部

门的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考评，定期通报考评结果，保障建设方案

有效落实。 

（四）注重宣传引导。各苏木镇、各部门要通过电视、广播、

网络等各类平台，加大对农业（种业）园区建设发展以及招商引

资政策等进行宣传，引导广大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加入

全旗种业发展和种业园区建设，形成全社会重视种业、支持种业

高质量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达拉特旗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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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达拉特旗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小平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常务副组长：张伟雄       旗政府副旗长 

副  组  长：郭建军       旗政府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成      员：王海峰       政府办公室主任    

    李宝山       中和西镇镇长  

    郭雪峰       恩格贝镇镇长 

    白云飞       昭君镇镇长  

    娜木汗       展旦召苏木苏木长  

    乔有世       树林召镇镇长  

    田岩峰       王爱召镇镇长  

    马  良       白泥井镇镇长  

    万发军       吉格斯太镇镇长  

                王艳玲       风水梁镇镇长 

    张永飞       农牧局局长 

            张永平       水利局局长         

            王泽雨       工信和科技局局长 

    李  锐       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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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海林       财政局局长 

孟凡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杨  华       自然资源局局长 

刘锦旺       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李俊峰       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李宝荣       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郝俊峰       蒙禾农牧业公司董事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农牧局，负责农业（种

业）产业园建设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旗农牧局局长张永飞同

志兼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