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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安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海 安 市 财 政 局

海农复〔2021〕15 号

关于海安市2020年部级水稻绿色高质高效
创建万亩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批复

海安市农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

根据农农(粮油)〔2020〕1 号“关于开展 2020 绿色高质高

效行动的通知”、苏农计〔2020〕17 号 “关于做好 2020 年省

以上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补助专项实施工作的通知”、海农

〔2020〕183 号“海安市 2020 年省以上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方案”、

海农〔2020〕215 号 “关于请求批准 2020 年第二批省级专项资

金安排使用方案的请示”精神，结合海安实际，制定实施方案。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论证，经局党组会审定，现

予以批复。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严格按照批复实施项目。经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是项目建

设、项目资金使用和检查验收的依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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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要求实施，不得擅自变更建设主体、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建

设规模及建设标准，确保项目在 2021 年 12 月底前实施完成。

2.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管理。项目资金使用要符合实施方案批

复，严格按照会计核算的要求，收集、整理、保存有关凭证资料。

要重视项目绩效管理工作，认真对照实施方案中的项目绩效指

标，确保完成绩效目标任务。要严格执行项目审计制度，项目申

请验收前，聘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对项目实施及财务收支情况

进行详细审计，项目审计报告作为项目申请验收的前提条件。

3.强化档案资料收集整理。要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及时收集、

整理、保存项目申报、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各环节的相关资料，

尤其要重视收集、保存相关财务票据资料及反映项目实施过程和

效果的影像图片资料。

附件：2020 年部级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万亩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实施方案

海安市农业农村局 海安市财政局

2021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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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部级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
万亩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海安市农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

一、实施范围（地点）

根据农农(粮油)〔2020〕1 号“关于开展 2020 绿色高质高

效行动的通知”、苏农计〔2020〕17 号 “关于做好 2020 年省

以上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补助专项实施工作的通知”、海农

〔2020〕183 号“海安市 2020 年省以上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方案”、

海农〔2020〕215 号 “关于请求批准 2020 年第二批省级专项资

金安排使用方案的请示”精神，安排万亩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

资金 107 万元，计划 2021 年实施。根据项目要求，将组织在全

市 14 个区镇街道整建制实施,即滨海新区、李堡镇、西场街道、

洋蛮河街道、立发街道、隆政街道、胡集街道、孙庄街道、墩头

镇、曲塘镇、南莫镇、大公镇、白甸镇、雅周镇实施，由市农林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及各区镇街道农社局牵头组织具体运作。全市

建立水稻绿色高质高效核心示范方 20 个，每个方面积 500 亩，

总面积共 1 万亩。

二、技术路线

聚焦绿色高质量发展，围绕绿色生产全程解决方案，引领水

稻生产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上延下伸拓展创建内容，构建

集产前、产中、产后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化创建机制，从产前种

植布局与结构优化到产中集成高效生产和产后品牌加工销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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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稻全产业链开发增值。实现“四个突破”目标，即优质食味

水稻品种示范推广上求突破，绿色高效技术集成熟化推广上求突

破，产业化链式融合开发上求突破，优质食味稻米品牌培育上求

突破。

一是“全环节”绿色高效技术集成推广。着力解决作物间茬

口不顺、环节间衔接不畅、技术间协同不强问题，按照良种良法

配套、农机农艺融合、节本增效结合、生态绿色环保要求。突出

优质食味水稻品种示范与推广，突出优质食味水稻高效清洁生产

技术、麦秸全量还田水稻机插丰产精确定量栽培技术、水稻规范

化集中育秧技术（毯苗精播匀播、营养土旱育化控、编织袋覆盖

育苗）、水稻测土配方减量施肥与侧深施肥技术、重大病虫精准

绿色减量控害与机插施肥除草一体化技术、新型实用生化制剂与

肥料综合调控技术、稻田综合种养技术模式等集成推广。集成整

地、播种、管理与收获等各环节绿色节本高效技术，形成“最适”

种植规模、“最少”药肥用量、“最省”人工投入、“最大”综

合效益绿色高效技术模式。

二是 “全过程”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着力破解“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问题，引导提升各类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科技应用、

市场经营、生产管理素质。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为实施主体，建立适合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条件下的全

过程专业化服务机制，培育技术水平高、服务质量好、经营能力

强的专业化服务队伍，把更多小农引入现化农业生产轨道，努力

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难题，以社会化

服务为主要方式，大力推进“五个统一”，即统一品种布局、统



- 5 -

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机械作业，实

现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配套，同时探索应用“互联网

+”现代种植技术，提升生产组织化、标准化、信息化程度。

三是 “全链条”产业融合模式打造。大力推行“龙头企业+

创建区+品牌”、“区域品牌+企业自主品牌”等订单种植、产加

销一体化、品牌营销主导等产业化链式开发模式，推进订单种植

和产销衔接，推广优质食味稻米品种，积极开展传统农业与休闲

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相结合，提升产业融合水平。大力

开展创建优质特色品牌，探索粮食产业开发与融合发展模式。

四是 “全区域”绿色发展方式引领。以绿色理念为引领，

围绕“控肥增效、控药减害、控水降耗”等绿色生产方式，在创

建区全面推行省工省种节肥节药节水技术，使其成为新品种、新

技术、新模式、新装备推广者、政策和市场信息传导者、全产业

链发展先行者，示范带动全市大面积水稻生产增长方式的转型升

级和可持续发展。

三、工作内容

1.水稻新品种（系）品鉴

水稻新品种（系）示范。在尚品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俞万

家庭农场引进示范宁香粳 9 号等 20 个水稻新品种（系）以上。

进行水稻品种展示、品鉴、检测和筛选。

2.创建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片

示范方选择原则：一是示范方选择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

主体。二是集中连片，新型种植主体水稻种植面积不得少于 500

亩(连片种植)。三是统一品种、秸秆全量还田、统一机插、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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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稻，主推品种普及种植南粳 9108 等优质食味水稻品种。四是

选择交通便利、高标准农田水平高、技术模式示范效果好的地方。

五是全年为稻-麦粮食高质高效种植模式，有条件的可优先选择

稻油轮作种植模式。围绕绿色生态环保、资源高效利用、生产效

能提升等方面，示范推广区域性、标准化高质高效技术模式。推

进农药化肥零增长，兼顾节本增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

益；六是集成推广高质配套技术。在全面普及推广绿色水稻高质

标准化生产技术，如水稻集中育秧技术、水稻塑盘旱育秧技术、

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水稻侧深施肥技术、水稻病虫草害综合

防治等。七是组织国家好粮油示范企业、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南通季和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与种植大户签订优质优

价产销合同，订单种植，种植户(家庭农场)实施标准化种植，龙

头企业优质优价，力争做到产加销一体化，实现品种布局优质化、

生产标准化、加工现代化、销售品牌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大力推进优质稻米生产。

根据各区镇街道 500 亩以上的大户数，下达建设主体数量。

各区镇按照市下达的数量及“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择优

确定核心示范方，并在各区镇显目的位置公示 1 周以上，最终落

实滨海新区智创家庭农场、李堡镇仁飞家庭农场、大公镇周小兵

家庭农场、西场街道许惠家庭农场、丰景家庭农场、洋蛮河街道

家欣家庭农场、立发街道弘佳果蔬专业合作社、隆政街道俞万家

庭农场、孙庄街道润宝源谷物种植有限公司、胡集街道宝佳家庭

农场、曲塘镇绿悠悠家庭农场、禾米家庭农场、雅周镇惠琴家庭

农场、立宁家庭农场、尚品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南莫镇联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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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农场、东元家庭农场、墩头镇五一家庭农场、庆丰家庭农场、

白甸镇鑫盛家庭农场为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方，总面积 1

万亩。

3.开展绿色高质高效技术试验示范

（1）钵苗机插、毯苗机插绿色高产技术攻关集成

在 20 个示范方集成推广钵苗机插、毯苗机插水稻绿色高质

高效技术，实现良种与良法、农机与农艺、示范与推广相结合。

围绕资源高效利用，示范推广精确定量、节水灌溉、肥药减量控

害、秸秆综合利用等绿色生态环保技术。

（2）水稻机插侧深（沼液）施肥技术示范

在 19 个示范方示范推广水稻机插侧深施肥技术，肥料选择

“汉枫”等氮含量 30%的缓混肥（省站 2021 年物化技术产品推

介名录），根据水稻阶段吸肥规律，自主购进 30%的缓混肥（氮

磷鉀）;采用机械插秧侧深施肥技术，实现机插、施肥一次性作

业，满足水稻全程对氮肥吸收需求的绿色高效轻简化技术。尚品

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水稻移栽前或分蘖期施用沼液肥，减少化

肥投入，增加有机肥投入。

4.开展品质提升行动

通过项目实施集中打造一批生态条件优、基础设施好、技术

能力强、产业化程度高、规模集中连片的绿色稻米生产基地，推

进优质稻米生产技术标准化、服务专业化、产销订单化，建成产

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一体化的链式开发基地，全面提升稻米

产业化开发水平。鼓励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安大米”授权

企业收购核心基地种植的水稻，并使用“海安大米”商标，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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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大米”产业，全面提升“海安大米”知名度。充分发挥海

安大米产业联盟作用，让水稻生产产业链上的各环节各成员实现

优势互补、扩展发展空间、提高产业竞争力。大力扶持“有种植

基地、有大米品牌、有加工设备、有销售渠道”四位一体的联合

体，打造海安大米种植工匠，进一步叫响海安大米品牌，做大做

强海安大米产业。

四、经费预算及安排

合计总经费 107 万元。

1.稻田开沟技术示范（12 万元），各示范点自行采购 20 台

稻田开沟机，示范稻田开沟技术，每个点补助 0.6 万元先建后补，

验收合格，公示无异议后，打卡到户。

2.示范方物化补助（80 万元），19 个示范点自行采购 30%

的缓混肥（每亩 50-60 公斤），尚品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沼

液肥等新技术应用示范，完成张院士创新团队示范任务，20 个

点共补贴 80 万元，每个点补助 4 万元。先建后补，验收合格，

公示无异议后，打卡到户。

3.水稻品比、大米品鉴（8 万元）。

4.技术推广、服务及考核验收（7 万元），观摩培训 4 万元，

标牌制作、资料留存预算 2 万元，考核验收、审计等预算 1 万元。

由于是先建后补，经费使用根椐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五、实施进度

3～4 月份：按照目标任务要求，分区镇落实好集中育秧点、

示范基地、高质高效模式示范方，制定实施方案；重点落实品种

布局，做好集中育秧调研。



- 9 -

5～6 月份：细化实施方案，做好水稻集中育秧物资推介，

育秧技术培训及指导和育插质量检查工作，进一步落实核心方；

分类做好集中育秧、苗期肥水管理和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指

导；建立苗情考察点，定期做好苗情考察、分析工作。

7～8 月份：落实好核心方中期田间管理技术措施，重点抓

好水稻搁田控苗、穗肥施用技术指导，病虫害预测预报及绿色防

控技术工作；开展中期技术培训、指导、检查工作，继续做好苗

情考察及分析工作。

9～10 月份：落实后期田间管理，重点做好水稻穗期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及后期水浆管理技术指导；组织后期检查，开展

现场观摩和媒体宣传；组织测产考评验收。

11～12 月份：产业化基地的对接，品牌销售的研究；收集

整理相关资料，做好工作总结和生产技术总结，项目审计验收。

六、实施目标

总体目标：重点打造 20 个 500 亩规模的核心方，总面积 1

万亩以上，每个示范方优质食味水稻品种种植 100%，秸秆还田

100%，机插秧侧深施肥（沼液肥）达到 100%；实施绿色稻米标

准化生产、收获、储藏，亩产 650 公斤以上；实现农药化肥零增

长，每亩增效 50 元；组织“海安大米”核心稻米加工企业与示

范方种植主体签订产销协议或自主加工销售，推进一、二、三产

融合，努力提升海安大米产业，提高“海安大米”知名度，确保

水稻绿色丰产高质高效。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项目区农户满意度 85%以上。

七、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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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组成员

项目组成员名单

姓 名 职务/职称 专业 单 位 具体分工

林昌明 站长/推广研究员 农学 海安市作栽站 主 持

陈厚存 副站长/推广研究员 农学 海安市作栽站 负责实施

唐 进 副站长/推广研究员 农学 海安市作栽站 参与实施

吉 剑 副站长/推广研究员 农学 海安市作栽站 参与实施

李桂云 推广研究员 农学 海安市作栽站 参与实施

吴中华 推广研究员 农学 海安市作栽站 参与实施

冯倩南 农艺师 农学 海安市作栽站 参与实施

2.管理责任人

周福余，市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

八、实施要求

1.建立组织，明确责任。

建立市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领导小组，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

人任组长，局项目办、财审科、监察室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建

立项目技术实施工作组，由市作栽站站长任组长，市植保站、土

肥站、种子站负责人、各项目区镇农村工作局（农业服务中心）

技术负责人为成员。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技术专家指导制。领

导组负责做好项目区综合协调、组织管理、检查督促工作；技术

专家组负责水稻高质高效创建工作方案制定、示范片技术指导、

工作方案落实、病虫草害预测预报及项目总结验收工作等。

2.以点带面，扩大辐射示范效应。

示范方要选择农田基础好，水稻移栽质量高、生态环境优越，

交通便捷、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大且集中连片的区域，并建立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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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示范标牌，注明实施单位、技术负责人和工作责任人、品

种名称、产量指标、关键田管措施等，便于周边农技人员和农民

群众观摩学习，扩大宣传影响，提高辐射带动效果。

3.规范资金管理，加强财务监管。

项目资金实行市级农业主管部门报帐制，采取区镇街道自查

验收，见机（稻田开沟机、侧深施肥机具）、见票（购买优质食

味品种和专用缓混肥发票）、见作（机开沟、侧深施肥作业图片），

并建立相关台账资料，做到“一户一册”，申请通过市级抽查验

收程序报账。技术推广、信息服务、考核验收等费用要按实施方

案规定科目按实报账。项目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专帐核算。

4.定期做好农情农本调查。

要注重示范方创建效果调研，在核心示范方详细记载农资、

人工等有关情况。项目实施的相关资料要整理归档，以便检查验

收。项目结束时及时做好总结，形成示范片建设效益分析报告连

同记载表一并报市汇总。

5.强化考核验收，确保实施效果。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进行抽查、测产验收，对各核心示范方进

行抽样测产；成立项目验收组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验收，并聘请

相关资质单位进行项目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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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省农技推广总站，存档。

海安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