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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方面，加强政策支持。农业农村部在制定
政策、安排项目时，加强统筹和分类管理，确保垦区、
农场平等享受。各地加大项目和资金支持力度，支
持农垦加快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落实社会化服务主体设施农业用地政策，在农业社
会化服务、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上支持农垦社会化
服务组织。引导金融保险机构支持“两个行动”，支
持农垦生产托管的粮食作物参加完全成本保险。

另一方面，加强垦地联动。各地农业农村部门
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打通地方政府与农垦企业的沟
通渠道，通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等方式，构建“政府
统筹协调、职能部门组织指导、农垦与地方联合实
施、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在有条
件的村、镇、县整建制开展农垦农业社会化服务，打
造垦地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样板。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农垦在农业社会化服
务模式创新、机制探索等方面涌现出了一批典型，
为进一步提升农垦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提供了
有益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进党建引领模
式、农服公司模式、村企合作模式、联合体模式、龙
头企业带头模式等 5 种典型模式，重点推广土地经
营权流转、全程托管服务、单环节托管服务、产前产
后综合服务、信息对接服务、金融保险担保服务等 6
种服务形式，把农业社会化服务进一步引向深入。

（高云才）
据《人民日报》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
给安全，是“三农”工作头等大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粮食安全，农业农村部近期组织实施农垦粮油等主要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和“农垦社会化服务+地方”行
动，提出农垦要充分发挥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
安全供给中的“国家队”作用，聚焦粮油等主要作物，在稳
定种植面积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单产水平，以社会化服务
示范带动地方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农业农村部农
垦局负责人就“两个行动”有关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

答：组织实施农垦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
单产提升行动和“农垦社会化服务+地方”行动，
旨在聚焦粮油等主要作物，以集成推广高产高
效技术模式着力提高农垦单产水平，以开展社
会化服务示范带动地方提高单产水平，为实施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供有力支
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两个行动”要求，在大面积提高农垦粮油
等主要作物单产水平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开展
社会化服务，带动地方大面积提升单产水平。

“两个行动”提出，力争用 3—5年时间，实现
农垦系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30亿斤，面向地
方开展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 1.5 亿亩次，带动地
方粮食增产70亿斤，共计带动我国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提升 100亿斤。到 2030年，实现农垦粮油等
主要作物单产大面积提升，面向地方开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规模达到 2.5 亿亩次，服务地块亩产比
当地平均水平高 10%左右。同时，打造一批农垦
社会化服务示范点，建立一批社会化服务标准，
培育一批服务品牌，壮大一批集体经济组织。

力争用3—5年时间，带动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10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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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两个行动”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实施农垦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行动，重点在于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增产。

一方面，着力打造高产样板区，加快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应用。以提升产能、改善品质、降本增
效、集成技术为目标，开展高产样板区建设，打造一
批高产样板田和整建制高产农场，集中推广一批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增
效。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造高水平科技

创新平台，健全完善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单项增产技术的组装熟
化，提高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

另一方面，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经营管理
和服务能力建设。聚焦永久基本农田，实施全面建成
高标准农田农垦先行活动，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
力。总结农垦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模式和经验做法，
探索形成区域性综合治理方案。开展“一大一小”农机

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建设，推广应用高端智
能农机装备。推进智慧农场建设。加强农垦国有农用
地使用管理，在有条件的垦区探索推进农业生产统一
经营管理措施。完善作物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和不同作
物、不同耕作模式下的农机作业技术标准和流程标准，
实现农机农艺农制相融合。通过技术和农资服务，带
动大宗生产资料统采统供，保障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强化订单生产、合同收购，延长农产品产业链。

着力打造高产样板区，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问：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答：加强垦地合作，增强对周边区域辐射带动
能力，推进城乡与垦地一体化协调发展，就必须大
力加强农垦社会化服务。

一方面，建立农垦社会化服务集群，完善利益联结
机制。积极组建专业化农业服务公司，支持设立区域
农服中心，鼓励农场职工到地方组建社会化服务组
织。发挥农垦产业联盟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垦区间、
垦地间合作，推进跨区、跨省联动联合。通过订单收
购、保底分红、二次返利、股份合作、吸纳就业等形式，

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构建多
方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组织
机构、完善内部规章、规范财务管理，逐步建立“约定
有合同、内容有标准、过程有记录、人员有培训、质量
有保证、服务有监管”的社会化服务管理机制。

另一方面，完善服务标准体系，健全垦地合作
机制。鼓励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垦社会化服务主体
带头制定农垦社会化服务标准和技术规范。探索
建立农垦社会化服务团体标准、全国农垦星级社会

化服务主体目录和管理机制，培育和打造“垦字号”
农垦社会化服务品牌矩阵。积极发挥社会化服务
作用，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集中连片经营。
帮助村集体规范集体土地承包管理，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支持农垦与地方政府、农场与周边村镇和村
屯，通过结对子合作、联合共建等方式，创新垦地合
作机制。支持农垦与地方共建示范基地、共组专家
队伍、共谋区域发展、共管产业集群，构建长期稳
定、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建立农垦社会化服务集群，健全垦地合作机制

问：“农垦社会化服务+地方”行动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农垦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问：确保“两个行动”取得实效，将从哪些方面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