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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镇 2022 年秋种工作意见

2022年全镇秋种工作总体思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粮食安全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粮食安全

责任制，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安徽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皖发〔2022〕26 号)、《霍邱县 2022

年秋种工作意见》（霍农工组〔2022〕24 号）文件要求，以“两

强一增”行动为引领，以“多种粮、种好粮”、“皖西大地无闲

田”为目标，以种植业结构调整优化为主线，以发展优质麦油生

产为抓手，全面推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 2023

年夏季优质粮油丰产丰收。

目标任务:2022 年全镇秋种计划面积 6.6 万亩。其中小麦 5

万亩(优质专用小麦 2万亩,订单生产 1 万亩);油菜 0.2 万亩；秋

冬种蔬菜0.5万亩;绿肥0.9万亩(耕地质量提升项目0.3万亩)。

小麦单产 335 公斤,较上一年（323 公斤）增产 3.4%。

一、提高站位、高质量完成秋种任务

(一)稳定秋播作物种植面积，务必完成目标任务。各村

要坚持粮食安全底线思维，坚决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全面提升粮

食生产能力。要严格落实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统筹利

用好冬闲田，对冬闲田要因地制宜，宜粮则粮，宜油则油，宜菜

则菜，宜肥则肥(绿肥)。县级统筹资金支持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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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经营主体、种粮大户、一般农户等种植主体购买燃油、种子、

农药等所需物资，以及“耕种管收”环节的社会化服务，按照小

麦每亩 72 元给予补贴(其中机耕燃油 25 元/亩、种子 40 元/亩、

农药 7 元/亩)，保障粮食稳产丰收。

（二）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促进示范片建设。

各村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对

于往年不能落实秋种的冬闲田，充分调动农民主观能动性，把被

动变主动，把单一变集中，把闲田变忙田。充分利用村集体经济

组织发展活力适时开展单季流转、代耕代种、托管等有效措施组

织耕种，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支持各类服务组织开展土地托

管、代耕代种等直接面向农户的农业生产托管，扩大服务规模，

集中连片推广绿色高质高效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将小农生产引入

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全镇建立 5 个千亩小麦示范片、1 个 300 亩

绿肥示范片、1 个 500 亩油菜示范片。（附件 1）。

（三）推进小麦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提升耕整播种质量。

大力推进优质专用小麦单品种整建制乡镇及千亩片规模化标准

化种植，按照“统一种植品种、统一农资使用、统一管理方式、

统一订单收购”要求，建立专用小麦全价值销的利益共享机制。

坚持“适期、适量、适墒、适法”播种原则。引进大型农业机械

装备，加大深翻耕整地技术应用。充分发挥“机械强农”作用，

加大“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托管力度。

二、多措并举，强化秋种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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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党委书记、镇长为双组长的秋种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镇农综站。各村要成

立相应秋种领导小组。建立点长包保责任体制，把秋种作为当前

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抓紧抓实，实行挂图作战，推动各项措

施落到实处，10 月至 11 月每月开展 4 次督查。

(二)强化宣传引导。各村要运用多种形式开展秋种工作宣

传，主要干道要悬挂横幅、张贴标语、营造良好秋种的宣传氛围;

(三)强化指导服务。镇农综站制定秋种技术方案，重点围

绕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主体，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秋种技

术培训和服务，通过科技培训把小麦科学播种技术、保优栽培技

术、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油菜轻简栽培技术等先进实用技术

送到千家万户。

(四)强化责任落实。各村要按照秋种任务，细化工作措施，

落实工作责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对秋种工作不力、任务完成不力的村实行双周调度制，并将秋种

考评结果纳入全镇年度综合目标粮食生产考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