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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乐可鑫
今年，我区牢固树立“抓安全就

是抓生产”理念，以科技促安、整治
促安、制度促安为抓手，全力以赴抓
好“遏重大”百日攻坚，织牢渔业安
全生产防护网。

科技促安。通过环港目标雷
达、高清摄像头等港口监控装备安
装，及固定定位仪、机舱水位报警器
等渔船安全设备搭载，实时收集汇
总渔船、渔民、渔业等数据，形成集
渔船信息查询、船位监控、动态点
验、安全预警于一体的渔业安全监
管“一张图”，实现渔船“全天候、全
时段、全区域”监管。目前，港口监
控装备及渔船安全设备均已实现安
装全覆盖。

整治促安。农业农村部门协同

交通部门、第三方机构联合实施渔
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目前普查率
和核查率均达到100%，实现渔船零
隐患出海开捕。同时积极对接岱
山、温岭、洞头等地渔业部门，因船
施策制定《奉化区省内“异地挂靠”
海洋渔船整治工作方案》，推动全区
93艘“异地挂靠”渔船全部清零，消
除渔船监管盲区。

制度促安。全省首创渔船编组
生产制度，按照“全程结伴、定时联
络、同出同进”模式，提高海上渔
船应急互帮互救能力，每年对优秀
队长船给予 3 至 5 万元奖励。目
前，全区所有大型渔船编组成 41
个渔船中队，累计实施海难救助
210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6000余
万元。

多管齐下

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

一、补贴范围和补贴机具
补贴范围包括中央农机购置

补贴机具范围和市级农机购置补
贴机具范围（市级农机购置补贴
就是去年的新型农机），其中，中
央补贴范围根据宁波市级从全国
农机补贴范围中选取确定，共 14
大类 40小类 138品目，市级补贴
范围根据宁波从暂未列入中央补
贴范围的产品中选取确定，共 11
个品目。补贴机具所需资质和参
数由宁波市级以上主管部门确
定，中央和市级补贴机具范围总
体稳定，根据需要按年度进行调
整，奉化区级按规定遵照执行。

二、补贴标准
农机购置补贴总体以中央资

金补贴为主，对于重点推广机具
品目或者部分分档实行宁波市
级、奉化区级累加补贴，在中央补

贴范围内，2m及以上履带自走式旋
耕机累加补贴 4000元/台，箱体式
全自动温控喷淋式种子催芽机累加
补贴 7000元/台，4行手扶步进式
水稻插秧机累加补贴 3000元/台，
6-7行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累加
补贴 6000元/台，8行及以上四轮
乘坐式水稻插秧机累加补贴 12000
元/台，18-50马力自走式四轮转向
喷杆喷雾机累加补贴 8000元/台，
20-30L多旋翼植保无人驾驶航空
器累加补贴 8000元/台，30L及以
上多旋翼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累加
补贴10000元/台，批处理量10-20t
及 20-30t循环式谷物烘干机累加
补贴20000元/台，0.2-0.3MW生物
质热风炉累加补贴4000元/台，0.3-
0.5MW 及 0.5-0.9MW 生物质热风
炉累加补贴 9000元/台，0.9MW及
以上生物质热风炉累加补贴 12000

元/台，单轨运输装载设备累加补贴
3000元/台，山地单轨轨道累加补贴
60元/m，平地单轨轨道累加补贴35
元/m，对列入宁波市级农机购置补
贴机具范围的烘干机粮食输送装
置、金属粮仓、畜牧杀菌除臭设备、
稻田开沟机、水田埋草器等品目机
具按市级补贴额1:1进行累加。

三、补贴操作
1.购机。农户可以在全宁波大

市范围内自主购机，机具上要喷上
“2021年国家补贴机具”。

2.申请。购机者凭有效身份证
明（个人凭身份证，组织凭工商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件）、购机发票（应包含
购机者名称、机具名称、生产企业、
经销企业、型号、出厂编号等信息，
有发动机的还应包括发动机号）、一
卡通或社会保障卡等银行卡（折）以

及其他相关申请资料，向区农机畜
牧发展中心提出补贴申请。（建议农
户提供的银行卡是社保卡）。对于
申请享受市级补贴范围补贴机具、
区级补贴机具的购机者，另需提供
宁波市奉化区区级补贴机具申请
表，经镇（街道）农机站审核后，报区
农机畜牧发展中心。

3.审核核验。区农机畜牧发展
中心在收到购机者补贴申请后，对
符合受理条件的，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相关核验工作，并在农机购置补
贴信息公开专栏实时公布补贴申请
信息。公示无异议后，区农机畜牧
发展中心将结算意见报区农业农村
局和区财政局。

4.结算兑付。区财政局复核无
误后，以国库集中支付方式通过“一
卡通”或银行账号向购机者兑付补
贴资金。

记者 周婷婷 通讯员 沙巧娜

10 月 21 日，区农机畜牧
发展中心组织召开2021年度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培训暨

“秋收冬种”农机安全生产工
作部署会议，相关负责人就

“秋收冬种”期间抓好农业安
全生产全力保障平稳秋收安
全过冬作动员部署，中心科
教技术科就2021年我区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作详细解读。
全区各镇（街道）农机站长、
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和农机大
户参加。

通讯员 毛龙飞
今年来，区农业农村局始终

坚持“产品安全是基础、推介营销
是手段、产业效益是目的”的发展
理念，蹄疾步稳谋发展、勇毅笃行
开新局，助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打好“绿色牌”，全力保障产
品安全。深化“肥药两制”行动，
开展测土配方免费服务，扩大商
品有机肥、可降解薄膜应用，推广
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
控技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同
时坚持执法高压管控，抓好“绿
剑”“扫雷”、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整改“百日攻坚”、食用农
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等行
动，推广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
度，落实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基础，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至 10月 20
日，全区 170多家主体开具二维码
合格证 15.9万余张，市级以上主要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合 格 率 达 到
98.90%。

打好“营销牌”，全面强化产
品推介。聚焦本地特色优质农产品
水蜜桃，抓好“欢喜奉桃”品牌建
设，将线上网络直播、抖音平台等
新媒体渠道与线下农博会、展销

会、广告投放等方式相结合，合力
扩大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借
力海峡两岸桃花马拉松、“欢喜奉
桃”2021杭州见面会暨“蜜桃之
旅”奉化旅游产品推介、原创歌曲
MV《欢喜奉桃》等载体，加大桃
文化输出。2021年全区水蜜桃总
产量5.05万吨，销售总产值约5.22
亿元，同比增长17.3%。

打好“效益牌”，稳步助推产业
升级。加快推动农业“机器换
人”，积极开展 2021-2023年新一
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制定，坚持数
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并重，重点围绕

耕地整地、播种、植保、收获、烘
干、秸秆处理六大环节，深入实施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
动，重点推广以提升畜牧养殖场废
弃物处理能力的除臭清淤机，提高
粮食储存能力为目标的自动化装配
粮仓等高效率、高性能、精细化的
农机装备，提高全区主要农作物生
产全程机械化装备水平。目前，全
区拥有农机总动力约 20.1万千瓦，
大中型拖拉机、水稻高速插秧机、
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机等各类农
机约4100多台，粮食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92.26%。

打好“三张牌”助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1-2023年度奉化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解读

通讯员 毛龙飞
近年来，我区围绕科技强农、机

械强农“双强”目标，着力在数字监
管、农机服务和种质保护上下功夫，
不断推动农业向中高端升级、向特
色挖潜、向新模式新业态拓展，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为共同富裕奠定产
业基础和物质基础。

强化果园数字监管。以物联
网、机器视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手段为支撑，推进全区种植环
境实时监控、肥药精准喷灌、病害监
测预警、无人机巡航等数字技术装
备普及应用，实现果园安全农作、绿
色生产、智慧管理等精准化、实时
化、可视化。目前，已引进全省第一
台水蜜桃“果园数字管家”，安装“果
树管家”“气象管家”“农事管家”和

“安保管家”等“管家助手”20余台。
提升农机服务水平。建立以农

机专业合作服务组织为龙头，以农
机大户为骨干，以农机户为主体的

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全
区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目前
全区拥有农机总动力约 20.1万千
瓦，大中型拖拉机、水稻高速插秧
机、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机等各类
农机4100多台，粮食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92.26%。同时，每年安排
农机化专项资金，对重点推广农机
实施定额累加补贴，进一步降低农
户购机成本，助推农机更新升级，今
年已受理农机购置补贴 100余件，
发放补助约220余万元。

加强种质保护开发。通过农业
农村部门、科技部门、财政部门三部
门联合，建立多层次收集保护、多元
化开发利用、多方位政策支持的种质
保护体系，已建成市级种质资源库1
个、本地资源保护圃2个，保存种质
品种200余个，引进并推广水稻、蔬
菜果瓜等优质农作物新品种 30余
只，全区优质良种覆盖率达 96%以
上，累计促农增收约6000万元。

强化科技兴农服务
提升科技支撑水平

通讯员 毛龙飞
今年，区农业农村局大力推进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支持引导农业
绿色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着力在产品模式、运行
机制、支持方式等方面加大创新力
度，促进金融更好服务乡村振兴。

构建金融支农服务体系。通过
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中国人民
银行三部门联合出台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贴息贷款政策，明确金融服务
范围、支持方向、保障措施。同时按
照“政府贴息补助、机构弱化担保、
银行低息贷款”模式，帮助企业积极
申报贷款贴息，今年已为全区45家
经营主体贴息612.34万元。

扩大金融支农产品范围。强化
“政企银”协同发力，创新推出“强村

贷”“育农贷”等金融支农贷款产品，
由政府全额贴息和担保费全额补
助，目前已完成贷款发放8000余万
元，支持“五新”农业建设项目 36
个。拓宽农业保险覆盖面，每年推
出新增险种，目前已累计险种 61
个，总承保金额9.75亿元，受惠农户
3800余户。

优化金融支农服务方式。实施
申报项目精准辅导，建立联审制度，
减少企业负担，提高项目审核效率，
将“育农贷”客户贴息、担保补助等
相关政策兑现工作接入区惠企、人
才政策兑现“一键通”平台，实现政
策兑现快速、高效。适时开通政策
性保险“绿色通道”，在台风等突发
情况下，申请理赔24小时内将赔偿
款到户。

扎实做好“三农”金融服务

记者 严梓宁 王林威
昨天上午，我区举行2021年

全区晚稻新品种现场考察会，加
快晚稻新优品种推广应用，以优
化水稻品种种植结构。

上午 9时，在江口街道外应
村的优质晚稻新品种展示及高
产创建示范方里，来自全区种粮
大户代表，各镇（街道）农业公共
服务中心农技站长，区农机畜牧
发展中心，区农技总站和局属相
关科室负责人等近 50人现场交
流优质晚稻新品种的种植情况，
明确明年晚稻种植的当家品种。

据了解，此次现场会共展示
15个晚稻新品种，经过前期试
种，这些新品种具有品质好、产
量高、抗病性强等优势，同时也
适应我区的气候条件。

品质好、产量高、抗病性强……

优质晚稻新品种现场考察会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