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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同仁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行动实施方案

一、项目概要

（一）项目名称：2022 年同仁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项目

（二）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三）项目主管单位：同仁市人民政府

（四）监管单位及责任人：同仁市农牧和科技局

责任人：卡本加

（五）实施单位及责任人：同仁市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

责任人：魏向成

（六）实施地点：同仁市各乡镇

（七）实施期限：2022 年 2 月—2022 年 12 月。

（八）实施内容及规模：在我市 9 个乡镇农作物（粮食、

油料、蔬菜等大宗作物为主，兼顾其它经济作物）实施商品

有机肥全域覆盖，实施面积为 8.3 万亩。

（九）投资预算及资金筹措：项目总投资 2720.9 万元，

其中，省级财政补贴资金 1040.9 万元;地方配套 425 万元（州

级配套 212.5 万元，市级配套 212.5 万元）;群众自筹 1255

万元。

（十）效益分析：

实施“商品有机肥（农家肥）+有机叶面肥”替代化肥

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有机肥原料丰富的资源优势，实行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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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的资源化合理利用，以农促牧，以牧带农，实现农牧业

高质量发展。也为我州（市）创建绿色农产品示范州、市建

设，打造黄南州、同仁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奠定基础。

二、项目方案编制依据

2022 年，根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青海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青海省 2022 年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方案的通知》（青

农种植〔2022〕17 号）及黄南州财政局、农牧局《关于 2022

年黄南州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方案》（黄农牧〔2022〕13

号）文件要求，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提

出的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大要求和省委十三届

四次全会提出的“一优两高”战略，按照农业农村部实施农

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在认真总结近三年“双减”行动经验

的基础上，立足绿色农业发展，扩大外向型农产品输出，提

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全力推动绿色发展和提质增效，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三、目标任务

（一）主要目标。2022 年，我市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商品有机肥全域覆盖行动，实施面积 8.3 万亩。

在作物结构上，以粮食、油料、蔬菜等大宗作物为主，

兼顾其它经济作物，结合本地实际择优选定。集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替代化学农药防治

的生产技术模式。

在具体目标上，实现“两减”“两提”即:化肥和农药

用量两项指标明显减少，农产品品质和土壤质量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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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批地方特色突出、特性鲜明的“青”字品牌，推动品

质指标大幅提高，100％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农产品质

量安全行业标准;项目区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上年提高 0.1 个

百分点以上。

（二）重点任务。围绕粮食安全和蔬菜稳产保供，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统筹发力推进，做到“两集中三优化”，着

力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集中技术集成配套。不断优化完善集成各类作物综

合配套技术，深入推进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大面积示范推广

配方肥、缓释肥、有机-无机复混（合）肥、水溶肥、中（微）

量元素肥料以及全元生物有机肥、高效（功能性）商品有机

肥、新型生物有机肥等肥料产品，全市农作物病虫草害绿色

防控技术实现全覆盖。引进推广施肥机具，减轻劳动强度，

实现主要农作物种植与施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产业

化。

2、优化种植结构。根据生产实际，对全市实施“双减”

的作物进行调整，以粮食、油料、蔬菜三大作物为主，实现

蔬菜全覆盖，调减中藏药材（包括枸杞）、果树及饲草面积。

集中打造一批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创响一批地方特色

突出、特色鲜明的“青”字品牌，加快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

3、优化区域布局。注重生态保护，调优作物布局，在

在我市 9 个乡镇集中连片实施，进一步提升“双减”行动实

施水平，产生效益最大化。

4、优化投资结构。根据全省三年“双减”行动推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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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合今年的“双减”投资规模对农资补贴标准做了相应

调整。省级财政资金补贴商品有机肥中标价平均每吨 1000

元，较上年下调 100 元；有机叶面肥每亩 10 元，较上年下

调 18 元；绿色防控 13 元，较上年下调 3.5 元。

四、实施地点及规模

2022 年，在我市 9 个乡镇农作物（粮食、油料、蔬菜等

大宗作物为主，兼顾其它经济作物）实施商品有机肥全域覆

盖，实施面积为 8.3 万亩。

五、主要技术

(一)有机肥替代技术模式

根据省级方案要求并结合黄南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示范州建设及同仁实际，主要采取“商品有机肥（农家肥）

+有机叶面肥”的技术模式。

(二)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落实“公共

植保、绿色植保”理念，实现病虫害自动化智能监测预报，

开展生态、农艺、物理、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全覆

盖，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做到有虫

防虫，有病防病，实现精准防控。

1、生态防控。结合我市实际，做好农田防护林带和农

作物有害生物隔离区建设等工作，小麦、青稞与油莱、豆类、

马铃薯等在轮作的基础上互为病虫害隔离带。

2、农艺防控。选用中高抗品种，采用轮作倒茬、深耕

深翻、整地晒田、中耕除草、间作套种、清除田间残体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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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效减轻病虫害对农作物危害。

3、物理防控。设施蔬菜可以采用高温闷棚、地膜覆盖

栽培、土壤熏蒸、地面撒草木灰等方法进行物理防控；露地

蔬莱以杀虫灯为主，结合黄蓝板、性诱剂等措施进行防控。

4、生物防控。可使用烟碱、鱼藤酮等植物源农药防治

莱青虫、蚜虫、蓟马等；使用阿维菌素、春雷霉素、多抗霉

素、井冈霉素等微生物源农药防治蔬菜等作物细菌和真菌性

病害；使用苏云金杆菌、白僵菌、绿僵菌等防治鳞翅目害虫；

使用丁子香酚等防治马铃薯晚疫病。

六、资金筹措及使用

2022“双减”行动任采取“政府扶持、地方配套、群众

自筹”的多方筹资方式。在项目总投资中，省、州、市三级

财政资金占 53.9％(其中省级占 38.3％、州市级占 15.6％)，

群众自筹占 46.1％，项目总投资 2720.9 万元，其中，省级

财政补贴资金 1040.90 万元;地方配套 425 万元;群众自筹

1255 万元。

1.省级财政补贴资金 1040.9 万元，主要用于:

----商品有机肥替代化肥补贴资金 850 万元，其中在小

麦 27569 亩、青稞 14278 亩、马铃薯 9871 亩、油料 26000

亩、豌豆 3282 亩等作物实施面积 8.1 万亩，按照每亩 100

元补贴（每亩 100 公斤的商品有机肥），小计 810 万元；蔬

菜实施面积 0.2 万亩，按照每亩 200 元补贴（每亩 200 公斤

的商品有机肥），小计 40 万元。

----有机叶面肥补贴资金 83 万元，按照每亩 10 元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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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叶面肥，在粮油及蔬菜作物上开展有机叶面肥技术推广

应用面积 8.3 万亩。

----绿色防控补贴 107.9 万元，按照每亩 13 元补贴绿

色防控，在主要作物上开展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面积 8.3

万亩。

2. 州、市地方配套 425 万元，主要用于商品有机肥补

贴。其中州、市级配套资金分别为 212.5 万元，主要用于粮

油作物 8.1 万亩，每亩补助 50 元（每亩 50 公斤的商品有机

肥），计 405 万元;蔬菜 0.2 万亩，每亩 100 元（每亩 100

公斤的商品有机肥），计 20 万元。

3.群众自筹资金 1255 万元，主要用于 8.3 万亩商品有

机肥省、州、市补贴不足部分的购置，粮油作物 8.1 万亩，

每亩自筹资金 150 元，蔬菜作物 0.2 万亩，每亩自筹 200 元。

采取三种解决办法：一是在群众自筹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亦

可每亩自筹有机肥 50 公斤，计 50 元，再拉运自家积攒农家

肥 2-3 方，用于替代 100 公斤有机肥量；二是由一定经济实

力的农户，可自行解决购买商品有机肥；三是无经济能力、

需要贷款的农户，由市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

保、金融部门发放贷款解决。

七、风险防控措施

（一）建立突发重大病虫草害防控预案。一是农牧部门

要加强对农作物重大病虫草害发生情况的监测预警，及时发

布病虫草害预警信息，指导广大农民进行科学有效防控。一

旦发现或发生迁飞性虫害、爆发性病害时，及时调查确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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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范围、作物及危害程度，第一时间制定应急防治措施。

二是及时划定区域，果断施用低毒高效化学农药，迅速控制

病虫危害，减轻病虫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三是加快推进农作

物农业保险，在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过程中农作物减

产损失达到赔偿标准时，由保险公司按保险责任给予赔付，

确保农民减产不减收。

（二）建立防范农产品市场风险预案。一是充分发挥区

域优势，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区域种植结构，搞好优质农产

品合理布局，建设优质、专用商品生产基地，引导和促进农

产品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路子。二是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鼓励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直接签订优质农产品产销合同，

协商制定价格，加强优质农产品产销衔接，防止优质农产品

出现“卖难”。三是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

媒体，加强对优质优价政策宣传，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实行优

质优价政策的好处，增强农民的农产品质量意识，提高发展

优质农产品的积极性。

八、保障措施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提出的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大要求和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

提出的“一优两高”战略，根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青海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青海省 2022 年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方

案的通知》（青农种植〔2022〕17 号）及黄南州财政局、农

牧局《关于 2022 年黄南州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方案》文

件要求，决定成立 2022 年同仁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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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赵建国 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组长：才让东智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主管农业）

成 员：卡本加 市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秦丽华 市财政局局长

史智华 市发改局局长

才让东智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严 沛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李本太 保安镇人民政府镇长

才让多杰 隆务镇人民政府镇长

马 青 年都乎乡人民政府乡长

才让扎西 曲库乎乡人民政府乡长

多杰措 黄乃亥乡人民政府乡长

当增仁青 扎毛乡人民政府乡长

吴小青 双朋西乡人民政府乡长

关却项加 加吾乡人民政府乡长

卡本才让 兰采乡人民政府乡长

辛 霞 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

魏向成 市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完德加 市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二）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

1、领导小组职责

（1）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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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领导 2022 年同仁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工作开展。

（2）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全面听取“两减”行动工作

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3）统筹协调解决“两减”行动遇到的困难、问题，

指导推动相关政策举措加快落地。

2、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同仁市农牧和科技局，

卡本加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职责：

（1）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2）协同做好上下对接，及时掌握我县“两减”行动

工作开展情况，向领导小组汇总上报相关信息。

（3）督促相关乡镇落实领导小组决策部署、工作安排，

适时开展工作调度和督促检查。

(三）乡镇政府职责及义务

1、根据政府下达的“双减”行动任务，认真落实乡镇、

村、户面积及作物种类面积，乡镇与各村签订责任书，做到

责任、任务明确，措施到位。

2、各乡（镇）要积极配合农牧部门切实加大宣传引导

力度，让广大农牧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

充分发挥有机肥原料丰富的资源优势，实行畜禽粪便的资源

化合理利用，以农促牧，以牧带农，实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也是全国、全省、全州、全市今后农业绿色发展的大趋势、

大方向。通过广泛深入宣传，提高群众对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行动相关政策的知晓度和配合度，切实将有机肥替代化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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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3、各乡（镇）要积极宣传动员群众，加大自筹力度，

保证有机肥施用量达到相关要求和标准。

4、各乡（镇）要认真落实物资分配，按照登记的农户

面积分配给农户，禁止村内搞平均主义，对各行政村（户）

作物种植面积、亩均有机肥施用量等认真做好分配计划，确

保不落一户，同时认真搞好有机肥农家肥抽检工作。

（四）“两减”行动技术小组及主要职责

1、“两减”行动技术小组：

组 长：卡本加 市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副组长：辛 霞 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

马建军 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

成 员：魏向成、完德加、王海英、侯代辉、吴彩霞、

马明军、桑吉多杰、李红芳、高文良、王伟、东周加、蒋林、

看措。

2、主要职责：负责搞好“两减”行动生产技术指导、

试验示范、有机肥农家肥抽检取样化验、培训、宣传、咨询

工作以及后期的评估、总结。并协调相关乡镇政府将建设任

务及有机肥分解落实到乡镇、村、户，落实到具体田块，做

到责任明确、任务明确、措施到位。

（1）制定实施方案。由项目技术小组组织技术人员，

结合同仁市的实际情况，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确定

适宜的技术模式，同时开展效果监测、新模式探索等工作。

（2）做好补贴物资发放工作。通过政府采购，与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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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签订有机肥供货及服务合同，对每批次的有机肥进行抽

检采样化验，保证供货质量和售后服务；物资发放进行登记

造册，保证项目有机肥能按时落实到农民手中。

（3）大力宣传培训，强化技术支撑。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的

重大意义和取得的成效，建立正向引导机制，提高广大干部

群众参与行动的认知度和支持度,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

时，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农业保险。

（4）开展技术指导。组织技术人员分赴项目区严格以

“两减”行动技术要求对实施乡镇农户进行商品有机肥使用

技术的指导。同时做好技术跟踪服务工作。

（5）认真做好有机肥替代化肥试验、肥效试验、绿色

防控田间试验示范，为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确保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掌握有机肥替代化肥及绿色防

控的关键技术。

（6）健全档案管理。建立严格的项目档案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补贴明晰档案，做好登记造册。项目实施所形成的

文件、表册、技术资料等及时整理归档保存，最后由项目领

导小组审核。

九、项目管理措施

（一）项目资金管理

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资金使用计划落实项目补助资金，

实行专帐核算、专人管理，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加强监

督管理，防止项目资金的截留挪用，确保补助资金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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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化监督检查

根据 2021 年青海省审计厅对我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反

馈意见，对“2022 年同仁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项目”方

案内容编制进行完善，细化了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大农药追

溯平台的监管力度、做好农产品品质检测及年度农作物测产

工作，确保“双减”工作的安全有效。

（三）严格招投标规范

对于项目中需要采购的物资均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严格程序，规范流程，进行政府采购，规范管理，防止哄抬

价格，恶意竞争，以次充好，确保质量。

（四）有机肥发放办法

1、中标的有机肥生产厂家必须按照技术员提供的时间、

吨位将有机肥准时运送到任务乡镇，道路条件允许的运送至

村。“两减”行动技术小组成员、乡镇政府驻村干部必须到

现场查验有机肥数量并记录。

2、有机肥的现场核查抽检，现场必须要有两名以上抽样

人员参与取样，通过观察包装袋、有机肥色泽、颗粒径等判

断是否符合标准，对不符合的产品，直接退回。符合上述条

件的再严格按照《青海省有机肥核查抽检方案》进行抽样。

做好记录，同时留影像资料。

3、经观察合格的有机肥交付于村委会，由村委会组织农

户卸货，按照登记的农户试点面积分配给农户，禁止村内搞

平均主义。农户领取有机肥后在村级“两减”行动试点面积

统计表中签字并进行村级公示，技术小组负责监督完成，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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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表统一回收存档。

（五）档案信息管理

严格以《青海省 2022 年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方案》和

《20212 年同仁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方案》为依据，及

时收集整理档案、协议（合同）、各类表格、总结等，并协

同财政、农产品质监部门做好属地自制农家肥的抽样检验及

自筹资金统计、折算台账的建档工作，将收集文档和照片资

料，装订成册、归档立案。

（六）环境保护措施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农田残膜、药物包装袋、黄

蓝板等固体废弃物要进行严格管理，统一回收，做到废物再

利用。

十、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可以充分发挥有机肥原料丰富的

资源优势，实行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合理利用，以农促牧，以

牧带农，实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行动，在减少化肥、农药用量的同时，采取生态控制、生

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农药残留，改善农

产品产地环境，通过“两减”技术措施的落实，减少农户产

量减产，争取与上年持平。

（二）生态效益：

青海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过渡地带，地位特殊、生

态特殊，被公认为世界四大超净区之一，为发展绿色农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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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部省共建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的最佳适宜区，也为黄南州创建绿

色示范州建设奠定基础。省委、省政府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

经济社会发展，实施“一优两高”战略，用绿色发展的理念

培育新结构，部省共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在全省开

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对于保护好青海这片净土的生态

环境、实现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社会效益：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出了更

高要求，绿色健康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同时，农牧民自

身的意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追求生态、有机，减量降成本

的愿望渐浓。通过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可实现我县

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耕地得到喘息之机，

耕地质量大大提升，农产品品质得到有效提升，为全面提升

农牧区农牧业绿色发展水平，部省共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

范省，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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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2 年同仁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试点项目

绩效目标考评表

附件 2：2022 年同仁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试点项目

资金明细表

附件 3：2022 年同仁市各乡（镇）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

动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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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表
转移支付名称 同仁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项目

省级财政部门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厅
专项使用

期
2022 年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实施单位
同仁市农牧业综合服

务中心

市（州）级财政部
门

黄南州财政局
市（州）
级主管部

门
黄南州农牧局

县（区、市）级财
政部门 同仁市财政局

县（区、
市）级

同仁市农牧和科技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1465.9

其中： 中央补助

省级补助 1040.9

地方补助 425

年度目
标

建立在我市 9 个乡镇农作物（粮食、油料、蔬菜等大宗作物为主，兼顾其它经济作物）
实施商品有机肥全域覆盖及绿色防控，实施面积为 8.3 万亩。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商品有机肥实施 8.3 万亩
（其中粮油作物8.1万亩，
蔬菜 0.2 万亩）；有机叶
面肥及绿色防控完成 8.3

万亩

8.3

质量指标

采取“有机肥+有机叶面
肥”的技术模式。“预防
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

方针

≥85%

时效指标 2022 年 2 月-12 月 2022 年底完成

社会效益
指标

坚守耕地和生态红线，围
绕粮食安全、油菜和蔬菜
稳产保供，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统筹发力推进，努
力做到“两个”覆盖和“三
个”提升，实现农业高质

高效发展。

明显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农户满意度调查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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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同仁市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试点项目资金明细表

序号 类别
总面积

（万亩）

总投资

（万元）

补助资金

省级补助资金

（万元）

州级补助资金

（万元）

市级补助资金

（万元）

群众自筹

（万元）

1 商品有机肥 8.3 2530 850 212.5 212.5 1255

2 绿色防控 8.3 107.9 107.9 0 0 0

3 有机叶面肥 8.3 83 83 0 0 0

5 全市合计 2720.9 1040.9 212.5 212.5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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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同仁市各乡（镇）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任务计划分解表

序号 乡镇 合计

农作物种植面积（亩）
备注

粮食作物 油料作物 其他作物

小麦 青稞 豌豆 马铃薯 油料 蔬菜

1 保 安 镇 14666 7950 869 100 515 4232 1000

2 隆 务 镇 11701 4117 2186 100 679 4119 500

3 年都乎乡 13893 7685 1427 100 661 3620 400

4 扎 毛 乡 2206 492 535 188 991

5 曲库乎乡 11315 1624 2067 400 3971 3220 50

6 加 吾 乡 8696 1880 1494 82 1240 4000

7 黄乃亥乡 9720 513 2857 2000 1130 3170 50

8 双朋西乡 9150 2883 2562 500 1411 1794

9 兰 采 乡 1653 442 281 76 854

合计 83000 27593 14278 3282 9871 26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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