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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农字〔2024〕21号 签发人：王庆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053号提案的答复

王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 以市场化方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提案收悉。经我局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组建政府平台公司方面

2022年以来，我市紧抓“中原农谷”战略机遇，深入贯

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到 2025年打造 150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工作要求，积极探索“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模式，拓宽资

金来源渠道，利用市场化机制，开展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在 2022 年 10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过程中，由县级

平台公司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利用专项债或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优惠贷款政策，作为融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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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项目筹资，项目建成后，由县级平台公司牵头，联合

国企公司、社会企业、农业服务组织等进行项目运营。

二、积极推动土地流转方面

目前，我市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 253.56

万亩，占全市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38.51%。工作中利用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和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为土地流转双

方提供服务，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引导承包农户与流入方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并使用统

一的合同示范文本。开展了土地流转不规范整改提升行动，

逐县（市）开展调研指导，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整改。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合同信息备案机制，利用“土地流转台账

信息平台”，开展了土地流转台账系统填报工作。下一步，

我们将鼓励创新土地流转形式，鼓励承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

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扶持

政策，引导农户长期流转承包地并促进其转移就业。继续按

照上级要求，开展土地流转台账系统填报工作，对不规范合

同及时整改完善。

三、推进高准农田建设方面

新乡市委、市政府始终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扛稳粮

食安全重任，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举措

来抓，不断完善我市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一是坚持重点建设。按照高标准农田优先在“两区”开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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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原则，结合基本农田现状，重点支持全市 8个产粮大县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建成面积 574.4 万亩，占全市建

成面积 97.9%，为我市粮食产量稳定在 90亿斤以上奠定了坚

实基础。二是坚持探索创新。在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六化”

要求的基础上，提出全力推进“五网”融合，探索创新“投融

建运管”一体化建设模式，按照市场化理念，由县级平台公司

运作，解决高标准农田筹资难、建设难、运营难等问题，为

全省树立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新乡标杆。三是坚持持续推进。

为保障科学、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根据各地区资

源禀赋和现状条件，建立全市高标准农田项目储备库，计划

到 2025 年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200 万亩以上，从而

全面提高全市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四、引育市场化运营主体方面

坚持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运营前置，在项目立项前，要求

相关县（市、区）编制项目运营方案，明确项目运营主体。

通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我市引进中国农业发展集团、

北大化农服集团、河南豫资集团等一批有实力、有经验的运

营主体，参与我市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运营。同时，积极推广

辉县市峪河镇土地规模经营模式，不断培育壮大地方经营主

体，如种粮大户、家庭农场、职业农民等，吸引更多人才返

乡创业，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生产力。

五、关于平衡项目投入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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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亩均投资不低于 3000 元，在上级

财政支持的基础上，亩均需融资 1500 元左右，按照银行

贷款的模式，年均需还款 160 元。我市按照优势互补、

分工明确、多方共赢原则，推动运营主体与农户、村集

体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可持续利益联结。愿意流转或托

管的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费或土地入股分红，亩均可获

取 1000 元以上固定收益。村集体通过推动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收取管理服务费和土地运营分红，每规模经营 1000

亩，可增收 10 万元左右。经营主体通过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规模种植，实现增产、节水、节电、节肥、省工等，

每亩年增收 600 元以上，除去每年还本付息和管护费用，

每亩每年净收益 400 元左右。

六、关于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始终坚持将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和村庄规划、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改善等同步推进，积极打造田园综合体。

一方面，强化农村、农田基础设施协同推进。按照“五网”

融合理念，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

推动村间田间道网互通、水网互通、林网互通、电网互通、

互联网互通。2022年以来，我市通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

带动整治乡村 260 个，连通道路 260 余公里、树木绿化 21

万余株。另一方面，强化农村、农田内涵价值综合开发。根

据项目区特色，将文化传承、知识科普、技术研学与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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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结合，依托高标准农田服务中心，打造集毛遂故里、黄

河生态观光、特色稻米种植、科技育种中心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复合式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2024年 7月 26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2851012

联 系 人：唐桂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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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