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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人民政府文件

息政文〔2023〕56号

息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息县 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开展秸秆

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息县 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息县人民政府

2023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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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 2023 年中央财政支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河南省 2023年中央财政

支持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农文

〔2023〕253 号）、《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

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豫财

农水〔2023〕33号）和《关于对 2022年秋季秸秆焚烧火点处罚

资金用于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资金的通知》（信财指〔2023〕

47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围绕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发展绿色循环农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等目标，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用优先、多元利用、疏

堵结合”的工作原则，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以产业提升为方向，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动，打造一批全域全量

利用的典型样板和产业化发展的典型模式，探索建立可推广、可

持续的秸秆高效利用机制，引导秸秆综合利用提质增效。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把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纳入重要

议事日程，加大资金投入，扶持壮大市场主体，打通利益链，形

成产业链，实现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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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连片、整体推进。选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较高、

综合利用潜力大和工作有基础的乡镇（办事处），实行整体推进。

（三）多元利用、农用优先。按照“先农后工、先饲后肥”

总体思路，因地制宜，多元利用，科学确定秸秆综合利用的结构

和方式。

（四）疏堵结合、以禁促用。通过强力推进禁烧工作，以禁

促用，不断提高全社会秸秆资源利用意识和综合利用规模。

三、工作目标

利用 2023 年中央财政资金 1000 万元、2022 年秸秆综合利

用项目结余资金 146.05 万元、2022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奖补资

金 180万元，共计 1326.05万元。项目补助资金年度支出率达到

90%以上。积极探索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有效模式，不断提高农

作物秸秆利用率。通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的实施，到

2023 年底，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3%以上，建立秸秆资源

台账。

四、主推内容和补贴标准

（一）秸秆机械粉碎深耕还田项目。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

确定项目实施主体。主要在乡村振兴示范区项店镇、临河乡及“一

户一田、小田并大田”改革工作推行区域中择优实施，计划作业

面积共计 7万亩，作业标准为秸秆粉碎+深耕还田（作业深度不

低于 25cm，作业价格以实际中标价格为准），每亩秸秆还田利

用补助 40元，该项拟补贴资金 2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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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秸秆能源化沼气项目。秸秆沼气项目依托秸秆及牛粪

为原材料，依靠现代化设备，采用先进的厌氧发酵工艺对畜禽粪

便以及秸秆进行一系列的无害化处理，产生沼气，变废为宝，最

大限度地回收能源，实现生产工艺的无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

大幅度提高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打造资源化利用循环农业。按

照收储或消耗县域内农作物秸秆每吨 100元进行补贴，奖补资金

不以现金模式补助给经营社会主体，由经营社会主体提供秸秆沼

气方案等相关手续，经县秸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指挥部办公室

审核通过后，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建设。奖补资金不足总金

额 50%的部分由养殖主体承担，该项拟补贴资金 300万元。

（三）秸秆肥料化项目。通过生物质亚高温热裂解工艺将秸

秆转化为稳定的富碳有机物质即生物炭，以秸秆生物炭作为功能

性载体，通过精量配伍养分制成秸秆炭基肥料，并系统配套轻简

易行的田间施用措施。根据当年收储县域内农作物秸秆量，确定

秸秆利用数量。按每吨 100元进行奖补，奖补资金不以现金模式

补助给经营社会主体，由经营社会主体提供秸秆炭基肥设备采购

清单，经县秸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指挥部办公室审核通过后，

统筹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设备。奖补资金不足总金额 50%

的部分由养殖主体承担。补助标准为中央财政补贴 50%，自筹资

金 50%，该项拟补贴资金 45万元。

（四）秸秆饲料化项目（购置秸秆农机设备）。重点支持养

肉奶牛企业开展秸秆青（黄）贮、膨化、全混合日粮等，推进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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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饲料深加工和高效利用。根据当年收储县域内农作物秸秆量，

确定秸秆利用数量。按每吨 80元进行奖补，奖补资金不以现金

模式补助给经营社会主体，由经营社会主体提供设备采购清单，

经县秸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指挥部办公室审核通过后，统筹采

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设备。单个设备最高限额补贴 15万元，

奖补资金不足总金额 50%的部分由养殖主体承担。补助标准为中

央财政补贴 50%，自筹资金 50%，该项拟补贴资金 375万元。

（五）秸秆收储运体系项目。为促进秸秆综合利用，支持秸

秆收储运网点增强优质秸秆收储能力，发展秸秆经济，保护生态

环境，增加种植户收入，重点在我县小麦、玉米主产区实施秸秆

收储运体系项目，提高小麦秸秆、玉米秸秆及其他秸秆的收储能

力。以秸秆收储网点为项目实施主体，根据秸秆收储网点的秸秆

收储外销数量以及现存储量，确定秸秆利用数量。按每吨 20 元

进行奖补，奖补资金不以现金模式补助给实施主体，由收储主体

提供相关秸秆设备清单，经县秸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指挥部办

公室审核通过后，统筹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设备或建设。

奖补资金不足总金额 50%的部分由收储主体承担。补助标准为中

央财政补贴 50%，自筹资金 50%，该项目资金使用 2022年秸秆

禁烧综合利用奖补资金 100 万元、2022 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结

余资金 146.05万元，合计 246.05万元。

（六）秸秆综合利用方案、秸秆台账及监测等（计划资金

80 万元）。开展 2023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宣传、培训、项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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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设计、预算、招标、监理、资料、验收、审计以及绩效评价

等。布设 1个秸秆还田监测点位和 10个还田调查点位，开展秸

秆还田效果监测与评价。开展农作物草谷比系数、秸秆可收集系

数实测与核算工作。

为保证项目资金有效使用，项目单项实施资金节余的，可调

剂到方案内其他项继续使用。

五、项目申报及管理

（一）项目申报

各乡镇（办事处）要结合本区域农业种植结构、秸秆利用产

业优势及区域位置，科学谋划、突出亮点、严谨把关，组织申报

（推荐）本乡镇（办事处）拟实施项目区域或拟实施项目主体（主

体在 2023年夏季小麦秸秆收储量不低于 500吨，并有乡、村两

级证明或提供企业在 2022—2023 年的秸秆台账。养殖企业：肉

牛奶牛不少于 50头、羊不少于 500头）。县农业农村局、县秸

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及专家，对所

有申报拟实施项目单位提供秸秆有关农机设备清单或者秸秆仓

储清单，进行实地查看、理论评估，确定项目实施主体，经审核

通过后上网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组织项目实施。

（二）项目管理

1.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有关规定执行。

项目的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信息要在指定的媒体发布公告，增强

透明度。要根据项目的特点依法确定采购方式，按照法定程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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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招标采购活动。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的中标成交结果、签订的

合同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2.建设项目实行合同管理制度。项目实施单位要与项目承建

单位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责任与义务，并将合同文本报县农

业农村局备案。

3.严格执行工程行业规范、建设标准和定额。资金用于秸秆

能源化的工程建设，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确定的工程建设标准

和定额。

4.项目实施单位应当在项目完成后组织初验，并于 20 个工

作日内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项目验收申请，由县农业农村局、乡

村振兴局、畜牧局、秸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指挥部办公室组织

验收或者委托第三方进行验收，出具验收报告。对未通过验收的

项目，县秸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指挥部办公室须要求项目实施

单位限时整改直至通过验收。要加强合同履约验收，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的验收要邀请服务对象代表参与。项目实施单位应按规定

及时编制财务决算报县秸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指挥部办公室

和县财政局进行审核，并依据批复结果进行账务调整。

六、工作要求

（一）严格规范项目实施程序，加强项目监管，对项目资金

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规范项目资金拨付使用。强化日常监

督，县农业农村局不定期对项目实施单位进行检查，确保项目规

范实施。加强工作信息报送，做好项目归档立卷工作，规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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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和检查验收。

（二）项目实施单位必须提供真实、详实、完备的资料，项

目验收人员要客观、公正地对项目开展检查验收。

（三）验收人员要严格遵守党风廉政有关规定，坚决杜绝违

规操作，对违反规定的人员，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其责任。

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7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