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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政发〔2023〕28号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 

现将《达拉特旗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达拉特旗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工作实施方案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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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6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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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达拉特旗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项目工作实施方案 

 

为持续推进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保护耕地相挂钩，进一步

完善补贴政策，改进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能。根据《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厅财政厅关于做好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有关工

作的通知》（内农牧种植发〔2023〕118号）和《鄂尔多斯市农

牧局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

（鄂农牧发〔2023〕62号）的总体安排，结合我旗耕地地力保

护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要求 

各苏木镇、各部门要按照用养结合、保护利用，突出重点、

综合施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继续推进农业“三项

补贴”由激励性补贴向功能性补贴转变、由覆盖性补贴向环节

性补贴转变，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自

2023年起，旗级将加大工作力度，引导开展玉米主产区地力保

护提升、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和深耕深翻等措施，支持提升地

力提高单产。根据实际情况发挥补贴效能，调动引导农民采取

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减施化肥农药等综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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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耕地地力保护措施落地，提升耕地地力，夯实粮食生产基

础，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补贴政策主要内容 

（一）补贴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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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职工）。旗级引导开展的3项工作，

按照具体的实施方案确定补贴对象。其中，玉米主产区地力提

升项目在7个苏木镇实施，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项目在2个苏木

镇实施，深耕深翻项目在沿河8个苏木镇实施。 

（二）不予补贴的情况。对已种植林木和已作为畜牧养殖

场使用的耕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附属和配套设施

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占补平衡

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即不符合原自

治区农牧业厅、国土资源厅《补充耕地质量评价工作和技术规

范》的耕地）和已经列入2022年退耕范围的不予补贴；对已抛

荒一年以上的，取消今年补贴资金；对使用地膜，但未采取地

膜离田措施或离田比例未达到要求的，缓发或暂停发放补贴资

金；对黄河滩区等禁种高秆作物区域耕地违规种植高秆作物的，

缓发或暂停发放补贴资金。 

（三）补贴方式和标准。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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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哪一种类型或哪几种类型面积，

由苏木镇结合实际确定补贴方式和标准，根据下达的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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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和确定的补贴依据综合测算确定。3项试点内容补贴方式和

标准按照各自方案要求确定。 

（四）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试点 

    1.全旗开展3项试点工作，具体工作按照细化实施方案执行。

其中玉米主产区地力提升试点项目全旗实施1.8万亩，补贴资金

180万元；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实施1万亩，补贴资金

800万元，深耕深翻试点项目实施100万亩，补贴资金3500万元。 

    2.旗农牧局和财政局负责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涉及市级2项

试点的还要分别制定细化的实施方案，方案中要明确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的资金额度、实施内容、依据、标准等核心内容。旗

区自行确定开展的试点，要有专门的实施方案，必须明确具体

实施地点、规模、措施、补贴标准、补贴方式、完成工作和资

金兑付时限等内容，建立验收和公示制度，报市农牧、财政部

门审批备案。在实施试点过程中对防致贫返贫监测户，仍按照

原补贴测算方式，测算补贴标准后，通过原渠道发放，不得整

合使用。 

三、 补贴程序 

（一）核实补贴面积。按照“村级登记、两榜公示、苏木

镇确认、旗级抽查”的程序，对补贴耕地面积进行核实。 

1.村级登记和两榜公示。嘎查（村）按照补贴面积界定的

要求，对农户耕地地力补贴面积进行逐户登记，经农户签字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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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张榜公示等程序后，嘎查村将登记到户的耕地面积及补贴

资金等整理上报苏木镇政府。 

2.苏木镇确认。苏木镇政府组织对嘎查村上报的农户、耕

地面积和补贴资金等情况进行逐项核实，核实无误后以正式文

件（或资金认定单）上报旗农牧局和财政局。 

3.旗级抽查。旗农牧局和财政局，并邀请自然资源、统计

等部门参与相关补贴数据的抽查，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苏木

镇限期整改，重新核实、公示。 

（二）拨付及发放补贴资金。旗财政局会同农牧局根据各

苏木镇本年的补贴面积，核算分配补贴资金，并将补贴资金切

块下拨至各苏木镇，各苏木镇的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于6月

30日前兑现到农民手中；试点项目补贴资金兑付按照各自方案

执行。引导鼓励农牧民实施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深耕深松

等保护耕地地力的技术措施。 

四、其他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由旗人民政府负 

总责，旗农牧局将加强对耕地地力提升措施的技术培训与指导，

联合财政部门做好补贴范围内未实施地膜离田或未达到离田 标

准的核实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资金拨付和管理，保障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试点的苏木镇要及时收集整

理相关文件资料，做到资料齐全、完整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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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管理督导。各苏木镇做好数据采集审核、补贴

资金发放等工作，严禁将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补贴对象和补贴面

积纳入补 贴范围，严禁挤占挪用。对于骗取、套取、贪污或违

规发放补贴资金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旗财政局会同

农牧局，将对各苏木镇政策实施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强化考核

结果的应用。 

（三）及时报送有关材料。各苏木镇要按此方案要求，于7

月5日前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进展情况报送旗财政

局和农牧局；市级试点和旗区自行确定的试点工作情况，务必

于11月30日前将工作总结报市农牧局和财政局。 

（四）开展宣传培训。各苏木镇、各部门要在春播前明确

具体补贴政策，连同试点内容，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

网、手机等媒体进行宣传，确保将补贴政策内容宣传到村到户，

减少矛盾。同时，要争取更大程度发挥资金引导耕地地力提升

作用，及时做好农民群众的咨询和答疑。 
 

附件：1.2023年达拉特旗提升玉米主产区地力实施方案 

2.2023年达拉特旗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3.达拉特旗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深耕深翻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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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达拉特旗提升玉米主产区 
地力实施方案 

 

按照《2023年鄂尔多斯市提升玉米主产区地力实施方案》

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巩固粮食生产发展好势

头，抓住耕地要害，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产能，确保粮食生产

安全，对稳定经济社会大局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调动广大

农民提升耕地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入推进玉米主产区耕

地地力保护措施落实，提升玉米单产，实现耕地质量和玉米产

能双提升，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为贯彻国家、自治区及鄂尔多斯市有关耕地地力提升的要

求，落实藏粮于地，结合农业农村部“推技术、提单产”和自

治区“农牧业要提高单产水平”的部署，选择我旗耕地质量和

单产提升空间大、适宜种植玉米的区域实施，因地制宜围绕提

升耕地地力和提高玉米单产两项核心任务，建设集耕地保护、

高产创建为一体的示范区，示范区内鼓励采取代耕代种、代管

代收、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实现建设目标通过集中力量，

集成技术，打造典型示范区，以点带面，提升耕地地力，提高

玉米单产，提升玉米综合生产能力。 

二、目标任务 



 
 

- 9 - 

建设1.8万亩提升玉米主产区地力示范区，示范区统筹开展

耕地地力提升和玉米单产提升措施，推进玉米精量施肥、化肥

减量、改善耕层土壤条件。力争示范区玉米单产高于周边地块5%

以上，总结形成一套耕地地力和玉米单产双提升的技术模式。 

三、补贴对象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种

植大户、家庭农牧场、合作社等示范区实施主体。 

四、补贴内容 

按照地力提升措施对单项或多项进行补贴，地力提升措施

主要包括秸秆全量还田、增施有机肥、精量施肥、深耕深松等。

全旗建设1.8万亩耕地地力提升示范区，每亩按100元补贴，包

括对措施的补贴及宣传培训费用，宣传培训费按照总金额3%的

比例安排。 

五、补贴方式 

对各项补贴措施进行验收，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将补贴

款发放到实施主体账户。 

六、具体做法 

（一）建立示范区。在全旗7个苏木镇建立提升玉米主产区

地力示范片，面积共计1.8万亩。因地适宜实施耕地地力提升措

施（见附表），重点推广深松整地、畜禽粪污堆沤还田、秸秆

还田等地力提升措施，改善土壤耕层结构，提高耕地产出率。

采取精量施肥、增施有机肥、有机无机配施、微生物菌肥、机

械侧深施等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措施。在适宜地区重点推广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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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植滴灌精准调控、可移动黄河水直滤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同

步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在旱作区推广新型地膜覆盖、缓控释肥、

深耕深松等蓄水保墒和耕地地力保护技术，实现耕地保护和抗

旱增产。 

（二）推进社会化服务。示范区建设集中连片，选择种植

大户、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作为实施主体，带

动全旗大面积均衡增产。示范区通过社会化服务，推行统一 良

种供应、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控、 统一技术指导、统一

机械作业等“五统一 ”管理措施，引导种植玉米的小农户，实

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玉米种植水平，实现节本增效。 

（三）适时验收。按照不同措施实施时间，组织验收组成

员开展验收工作。在春播期间验收增施有机肥、精准施肥、深

耕深松等措施开展情况，在秋收后验收秸秆还田、深耕深松等

措施开展情况。组织专家按照措施具体要求对各项技术进行验

收，并形成验收报告。 

（四）措施要求。 

1.增施有机肥：要求示范区每亩增施商品有机肥150公斤或

农家肥2立方以上。在种植作物之前，肥料被均匀地撒在土壤里。

如采用条施或沟施，在集中施肥时应注意防止烧苗。 

2.精量施肥：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施用配方肥，底肥用

量根据地力水平、目标产量定，一般使用量为30-35公斤；根据

作物生长关键时期少量多次追肥，追肥用量在30公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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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秸秆还田：完成玉米机械收获后开展秸秆还田作业，将

玉米秸秆进行二次粉碎，秸秆长度要求小于10厘米，采用深耕

机械将秸秆全部翻入耕层30-40厘米处，同时为提高土壤碳氮比，

配施尿素5-8公斤。 

4.深耕深松：在春播前或者秋收后，对地块进行全面深耕

深松，深度在30厘米以上。 

七、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组，领导

小组协调相关单位和人员，组织开展示范工作，负责示范行动

的安排落实、方案制定、组织联络、调度检查、组织验收等工

作。技术指导组负责各项措施落实落地、技术指导等工作。 

（二）加强服务指导。在关键时节、关键环节、重点区域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农户落实地力提升、玉米高

产高效栽培技术措施。生长关键期组织开展观摩活动，示范展

示技术推广效果和成果，发挥示范区引领带动作用。 

（三）强化项目管理。建立完整的提升玉米主产区耕地地

力工作档案，及时将有关文件、图片及影像资料等整理归档备

查。严格资金使用内容和方向，做好基础数据采集审核，确保

项目资金使用安全。 

（四）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媒体、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开

展宣传活动，不断提升耕地质量保护意识，在示范区树立标牌，

让耕地地力提升措施深入人心，营造人人关心耕地质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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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户实施地力提升措施、村村参与宣传耕地地力提升理念的浓

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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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3年达拉特旗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 

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

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加快全旗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全旗盐碱化耕地

地力，扎实推进我旗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结合我旗

盐碱地项目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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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

保护的有关指示精神，以推进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为

抓手，提升盐碱化耕地地力、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为目标，突出

对抗改良向适应性种植发展、静态治理向动态利用转换的理念，

因地制宜实施以生物改良、耐盐碱作物种植为主的盐碱地综合

治理培肥利用技术，逐步完善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技术体系，

通过强化集中连片示范区，促进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模式推广

应用，有序推进全区盐碱化耕地地力提升。 

（二）基本原则 



 
 

- 14 - 

一是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从不同盐碱化耕地类型和

立地条件出发，从已形成的技术模式中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技术

模式，将生产与生态、工程和农艺、用地和养地措施有机结合，

提高盐碱化耕地治理质量和科学化水平。 

二是坚持资源整合、统筹推进。将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与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改造、土地平整等工程相结合，在

改善水利基础设施和开展土地平整基础上，配套实施土壤改良、

地力培肥、治理修复等提高耕地地力的措施，配合筛选耐盐碱

品种，推进集工程、农艺、化学、生物为一体的综合治理模式。 

三是坚持科学治理、绿色发展。转变传统治理观念，突出

以生物改良、适应性作物种植为核心，探索开展新型综合利用

模式，推动农作物秸秆过腹还田，引导畜禽粪污清洁利用，发

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提高经济和生态效益。 

四是坚持集中治理、整片推进。按照整乡整村整流域推进

模式，项目实施要集中连片规模化推进，鼓励引导土地集中流

转，连片整合，规模化的经营管理，发挥综合利用整体效益。 

二、基本情况 

项目区位于达拉特旗王爱召镇西社村，全村总人口2385人，

耕地面积有2.8万亩，主要灌溉方式为黄河水灌溉，主要种植作

物为玉米。项目区属于2020年高标准农田项目，面积10031亩，

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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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达拉特旗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项目区规划图 

 

通过对项目区土壤样品采集化验、实地踏勘、农牧民调研

等方式，明确了项目区盐碱化耕地土壤理化性状。项目区土壤

以壤土和粘土为主，中盐中碱，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配套建设

农田水利设施，pH平均达8.60，有机质含量平均为14.52g/kg，

全盐含量平均为0.4%，属于中度盐碱化耕地，灌溉水源为黄河

水，引水便利，灌溉方式主要为滴灌、井灌，水利设施配套完

善。项目平均主要种植玉米、向日葵，玉米产量平均为650kg/

亩，向日葵平均产量为160kg/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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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达拉特旗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项目区基础土壤理化性状 

编号 PH值 
全盐含量

（g/kg） 

速效钾（

mg/kg） 

有机质（

g/kg） 

全氮（

g/kg） 

有效磷（

mg/kg） 

YJD01 8.94 3.4 212 27.23 1.77 36.7 

YJD02 8.6 5.7 236 18.45 1.2 14.3 

YJD03 8.57 4.875 186 16.47 1.07 12.85 

YJD04 9.38 5.1 176 17.57 1.14 7.4 

YJD05 8.97 11.38 270 24.38 1.59 30 

YJD06 9.04 9.825 227 8.35 0.68 12.6 

YJD07 8.95 4.35 237 12.3 1 38.1 

YJD08 8.65 4.7 266 28.1 2.28 66.75 

YJD09 9.07 6.33 204 14.93 1.21 6.95 

YJD10 9.38 8.28 142 12.52 1.01 4.2 

YJD11 9.11 4.13 215 15.81 1.28 4.5 

YJD12 8.81 3.175 194 19.76 1.6 9.25 

YJD13 8.43 12.53 177 14.71 1.19 5.05 

YJD14 8.47 4.75 221 18.23 1.48 8.9 

YJD15 9.34 4.25 206 15.81 1.28 16.15 

YJD16 9.17 7.55 221 19.54 1.58 19.45 

YJD17 9.24 3.25 211 19.32 1.56 10.75 

YJD18 9.18 4.48 226 14.71 1.19 9.15 

YJD19 8.57 0.63 357 25.47 2.06 12.9 

YJD20 8.36 1.63 291 18.23 1.48 9.7 

YJD21 8.34 3.68 278 20.2 1.64 17.3 

YJD22 9.08 3.23 245 16.47 1.33 6.45 

YJD23 8.88 3.43 285 18.67 1.51 23.5 

YJD24 8.47 2.2 337 20.3 1.64 22.75 

YJD25 8.43 1.88 169 16.91 1.37 3.25 

YJD26 8.25 5.7 134 11.42 0.93 2.65 

YJD27 8.82 2.7 121 13.83 1.12 3.2 

YJD28 8.89 1.3 169 17.13 1.39 2.9 

YJD29 8.34 5.8 162 10.54 0.85 4.1 

YJD30 8 15.98 181 17.79 1.44 5.35 

YJD31 8.19 12.58 188 14.02 1.14 2.55 

YJD32 8.62 1.38 254 19.54 1.58 14.4 

YJD33 8.05 6.1 139 16.91 1.37 2.75 

YJD34 8.92 8.1 63 7.03 0.57 3.2 

YJD35 8.26 3.65 146 10.32 0.84 5.65 

YJD36 8.32 6.3 131 8.56 0.69 2.9 

YJD37 8.62 0.73 111 7.03 0.57 9 

YJD38 8.37 1.75 55 6.59 0.53 1.4 

YJD39 8.61 0.98 126 15.59 1.26 1.95 

YJD40 8.5 0.68 47 4.39 0.3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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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D41 8.43 1.85 132 11.2 0.91 6.7 

YJD42 7.58 4.65 87 8.13 0.66 6.95 

YJD43 8.07 1.4 129 13.39 1.08 8.4 

YJD44 8.4 1.38 110 20.2 1.64 2.7 

YJD45 8.3 1.08 81 5.71 0.46 2.95 

YJD46 8.47 2.88 72 7.03 0.57 4 

YJD47 8.6 2.05 63 4.39 0.36 1.45 

YJD48 7.81 2.8 127 10.1 0.82 38.7 

YJD49 8.02 2.7 129 6.59 0.53 12.45 

YJD50 8.35 2.03 51 4.17 0.34 7.85 

三、目标任务 

通过实施综合利用技术措施，力争实现“双减双提双优、耕

地地力提升”目标，到2025年，示范区力争达到土壤pH值平均

降低0.2以上，全盐含量减少0.2—0.3个百分点，有机质提升0.2

个百分点以上，盐碱化耕地地力显著提升，粮食产量平均提高

15%以上。 

四、具体措施 

结合达拉特旗盐碱化耕地改良示范项目形成的“腐熟农家肥

+腐殖酸+秸秆还田+深松（粉垄）”技术模式，在综合考虑项目

区的土壤性状、盐碱化程度、种植制度、灌溉制度和施肥制度

以及农牧民意愿等因素的前提下，在以上4种改良技术的基础上

进行适当的调整。项目区分为5个区，总面积10031亩。 

（一）开展分区治理。考虑到项目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全盐含量较高的问题，结合全生物降解膜，改良技术措施主要

采用施用腐熟农家肥、腐殖酸和秸秆还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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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达拉特旗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项目区分区图 

1.一区面积3277亩，项目区内pH值平均为8.94，盐分含量
平均为0.57%，考虑到项目区内pH较高，盐碱化程度处于重度，
主要种植玉米，措施为施用腐熟农家肥（5方/亩）、脱硫石膏（
1000kg/亩）和掺沙降容（100亩）。 

2.二区面积1655亩，项目区内pH值平均为8.63，盐分含量
平均为0.28%，根据土壤盐分含量，盐碱化程度为中度，主要
种植玉米，措施为施用腐熟农家肥（5方 /亩）、腐殖酸（
150kg/亩）和秸秆原位还田。 

3.三区面积621亩，项目区内pH值平均为8.55，盐分含量
平均为0.35%，根据土壤盐分含量，盐碱化程度为中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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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玉米，改良措施为施用腐熟农家肥（5方/亩）、腐殖酸（
150 kg/亩）和秸秆原位还田。 

4.四区面积1758亩，项目区内pH值平均为8.34，盐分含量
平均为0.77%，该区土壤含盐量较高，主要种植向日葵，改良
措施为施用腐熟农家肥（5方/亩）和腐殖酸（150 kg/亩 ）、秸
秆拉运还田和掺沙降容（700亩）。 

5.五区面积2720亩，项目区内pH值平均为8.30，有机质含
量平均为8.89g/kg,盐分含量平均为0.19%，土壤有机质较低，
含盐量较低，主要种植玉米，考虑项目区内有机质较低，改
良措施为施用腐熟农家肥（4方/亩）。 

（二）建立核心示范区。面积为1200亩，其中在一区安排

100亩中度盐碱化耕地，开展耐盐碱作物试验、增施有机肥、掺

沙降容等农艺措施试验；二区安排1000亩中度盐碱化耕地，重

点集成示范增施有机肥、施用改良剂等综合利用技术；四区安

排100亩重度盐碱化耕地，主要开展增施有机肥、种植耐盐碱作

物、施用改良剂、掺沙降容等技术试验。在试验区安排耐盐碱

作物品种展示，筛选向日葵、大豆、高粱等耐盐碱作物及品种3

个以上，通过试验示范验证各项技术的改良效果，筛选评价适

宜种植的玉米、向日葵、大豆、高粱等耐盐碱作物品种；安排

有机与无机结合改良示范效果展示；安排土壤调理剂对比试验。

不断固化、熟化相应成果，为全旗盐碱化耕地的综合治理利用

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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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监测评价。示范区要开展监测试验、调查取

样、测试分析等工作，实施耕地质量动态变化监测工作，以

便科学评价盐碱地改良利用项目的实施效果。按照NY/T 

1121.1行业标准要求，平均每200亩采集1个多点混合样，并用

GPS定位标注经纬度；每个土壤样品测试分析土壤容重、有机

质、pH值、全氮、有效磷、速效钾、八大离子、阳离子交换

量、全盐含量、重金属等指标。要求腐熟农家肥、脱硫石膏、

腐殖酸等厂家提供化验报告，并在进场时抽样化验。 

五、投资筹措与概算 

项目总投资800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资金。项目资金概算

详见表2。 

表2   2023年达拉特旗盐碱化耕地综合利用项目投资概算表 

分区及面积（亩

） 
内容 面积（亩） 每亩用量 

单价 

（元/亩

） 

合计 

（万元） 
备注 

一区 3277 

腐熟农家肥 3277 5方 350 114.695 包含撒施

 脱硫石膏 3277 1吨 90 29.493 包含撒施

 掺沙降容 100 100方 2000 20  

二区 1655 

腐熟农家肥 1655 5方 350 57.925 包含撒施

 腐殖酸 1655 150kg 210 34.755 包含撒施

 秸秆原位还田 1655  100 16.55  

三区 621 

腐熟农家肥 621 5方 350 21.735 包含撒施

 腐殖酸 621 150kg 210 13.041 包含撒施

 秸秆原位还田 621  100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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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 1758 

腐熟农家肥 1758 5方 350 61.53 包含撒施

 腐殖酸 1758 150kg 210 36.918 包含撒施

 秸秆拉运还田 1758  400 70.32  

掺沙降容 700 100方 2000 140  

五区 2720 腐熟农家肥 2720 4方 280 76.16 包含撒施

 
核心示

范区 1200 试验示范 1200   87.668  

监测评价    5  

宣传培训    8  

总计    800  

六、工作安排 

按照自治区要求1月底前，完成项目选址；2月底前，完成

盐碱耕地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制定，并上报盟市审核批

复；6月底前，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措施的实施及本年度项

目区基础土壤样品采集等工作，全面推动示范任务的落实；10

月底前，全面完成各项技术措施落实；11月底前，完成秋季土

样采集测试、项目区矢量图上图、试验报告及项目年度总结报

告和实施情况自评报告撰写（详见表3）。 

表3    项目进度计划表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任务1             

任务2             

任务3             

任务4             

任务5             

任务6             

任务7             

任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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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1：项目区实地踏勘调研； 

任务2：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任务3：项目招投标； 

任务4：项目区建设； 

任务5：试验示范； 

任务6：土壤样品采集化验； 

任务7：监测与效果评价； 

任务8：盐碱地各项措施落实及综合利用创新技术集成提炼； 

任务9：项目年度总结与成果发布。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组，

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协调推进，将任务细化到人、分解到田，

技术指导小组确保盐碱地综合利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 

（二）规范资金管理。项目资金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

金中支付，实行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和超范围支出，确

保项目资金及时全部用于项目实施。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

切实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项目建设严格

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合同制、公示制。 

（三）统筹项目实施。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使用

项目资金，科学测算各项措施的补助金额，明确补贴内容、

任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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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标准、补贴方式，通过补贴充分调动农民实施盐碱化耕

地综合利用的积极性，引导农民主动支持参与项目建设，确

保项目取得实效。 

（四）注重宣传培训。加强盐碱地改良利用的宣传培训

力度，广泛利用广播、 电视、报刊、互联网等主流媒体，充

分挖掘盐碱化耕地改良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开展系

列宣传报道，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改良盐碱地、提升耕地质

量、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围绕盐碱地改良

开展技术培训，通过宣传培训和科技服务指导，让农牧民亲

眼看到盐碱地改良利用的显著效果，提高广大农牧民改良利

用盐碱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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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达拉特旗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深耕深翻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自治区、市关于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有关工作的通

知，我旗拟在2023年开展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深耕深翻项目试点

工作。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坚持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按照用养

结合、保护利用、突出重点、综合施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的原则，推进农业“三项补贴”由激励性补贴向功能性补贴转

变、由覆盖性补贴向环节性补贴转变，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

精准性和实效性。探索推进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农民保护耕地

责任相挂钩，逐步完善补贴政策，改进补贴办法，提高补贴效

能。 

二、实施内容 

（一）规模及区域。2023年对全旗沿河耕地实施深耕深翻

面积100万亩（见表1）。 

表1：2023年耕地地保护补贴深耕深翻项目面积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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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木镇 面积（万亩） 备注 

中和西镇 7  

恩格贝镇 7  

昭君镇 9  

展旦召苏木 15  

树林召镇 20  

王爱召镇 20  

白泥井镇 14  

吉格斯太镇 8  

合计 100  

（二）资金来源及补贴标准。从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资金中计提30%左右的资金（3500万元左右），补贴标准35元/

亩，不足部分苏木镇通过农户自筹等方式解决。 

（三）补贴方式。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尽量通过“一卡通”

将补贴资金发放给农户，由农户直接支付给提供深耕深翻的社

会化组织，也可通过“一卡通”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承担深

耕深翻的社会化组织。 

（四）技术标准。采用深耕机械深耕深翻到30厘米以上，

安装机载GPS（检测面积和耕翻深度）实现精准计量。 

三、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对于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深耕深翻

的农户，必须自行开展地膜离田，并在深耕深翻前第一时间完

成，否则不予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不予进行深耕深翻。 

（二）实施阶段。各苏木镇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并及时上报深耕深翻进度，以便统筹协调。财政局、农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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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综合协调，及时解决服务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化解可能出现的矛盾，定期开展检查督

导。 

（三）总结验收阶段。各苏木镇负责本区域内项目验收工

作，填写项目作业单（附件2），并及时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

后打印资金认定单报旗农牧局和财政局；旗农牧局联合财政局

采取查看资料、现场抽查、入户座谈等方式进行抽查验收；所

有项目验收完成后，旗财政局统一兑付补贴资金。 

表二：2023年达拉特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深耕深翻项目作业单  

服务组织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苏木镇（盖章）：                                      村（嘎查）（盖章）： 

 

    注：1.覆膜地块地膜离田后方可进行作业。2.使用20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进行作业，深耕深

翻深度大于30厘米。3.服务对象满意后签字确认。 

    四、保障措施及相关要求 

（一）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各苏木镇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

识落实补贴政策和开展深耕深翻试点工作的重要性，做好统筹

协调，落实责任，密切配合。在工作落实中遇到的问题，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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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告旗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确保试点工作和补贴发放

工作按时完成。 

（二）开展政策宣传工作。各苏木镇、各部门要通过会议、

报纸、广播、电视等形式加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宣传工作，

使农户了解国家补贴资金主要用于保护耕地资源和提升耕地地

力，提升粮食生产潜力。各苏木镇要主动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

基层干部群众进行沟通交流，要宣传解释到位，一定要做好政

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加强监管和指导。各苏木镇要落实定期检查指导和

重点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严格核实补贴对象和面积，严禁

将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补贴对象和补贴面积纳入深耕深翻补贴范

围，一旦发现，按照骗取、套取补贴资金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 

（四）及时报送有关材料。各苏木镇要按此方案要求，及

时组织召开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深耕深翻试点项目工作会议，成

立工作组，落实责任，研究制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深耕深翻试

点项目实施计划，并将深耕深翻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报送旗农牧

局和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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