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课旨在通过分析当前县级高标准农田建设
过程监管和建后管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
存在问题的根源、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梳理总
结现有工作方式，提出一些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
监测监管水平的工作路径和实践，以期能够给大
家带来些许灵感和启发，共同提高高标准农田建
设管理水平。





一、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面临的困难

（一）传统的高标准农田（基础版）

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补贴和省、市、县三级按一定比例的配套资
金，主要建设内容是生产路、桥涵、机电井、蓄水池、排水沟渠、
防护林和高低压电力配套等基础设施，旨在实现田成方、林成网、
路相通、沟相连、涝能排、旱能浇、无污染、产量高的总体目标，
项目区的土地依然的农户分散种植，规模化种植经营程度不高。



一、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面临的困难

（一）传统的高标准农田（基础版）

配套资金落实难

项目建设管理难

项目建后管护难



一、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面临的困难

（二）提升的高标准农田（智慧版）

智慧版高标准农田更加注重规模化生产和智能应用。增加的建设内
容是平整土地，通过“小田变大田”，打破田间路、田埂、沟渠等
原有界限，削高填低，实现土地连片成方，便于规模化种植、机械
化作业；配套智能灌溉系统，建设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施，精确
控制水量、施肥量；建设农业物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农田基础
地理信息采集系统、农情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农事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农田智能灌溉控制系统、农业植保监测应用系统、农田气象监
测预报预警系统等，通过“智慧+”赋能，实现对农业生产全过程
的实时检测、精准管理。



一、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面临的困难

（二）提升的高标准农田（智慧版）

土地流转难度大

资金需求量更大

建设的标准更高

运营管理要求高

耕地保护有限制





二、破解高标准农田建管难题的对策建议

（一）拓宽渠道，健全投入保障机制

发挥政府资金投入引导和撬动作用，采取投资补助、以奖代补、
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

鼓励、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

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结合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支持高
标准农田建设

完善高标准农田新增耕地指标交易收益使用机制



二、破解高标准农田建管难题的对策建议

（二）聚焦建设质量，加强全过程监管

充分征求地方和使用者的意见，科学合理设计项目，解决供需、
设计、施工“三张皮”问题。

充分利用和发挥施工方工程技术人员和监理人员的专业技术知识，
弥补项目主管单位人员不足和技术力量薄弱的劣势。

借助第三方技术力量，狠抓进场原材料和工序质量检测。
推行全过程跟踪验收，实行全过程跟踪验收。
吸纳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设过程监督。



二、破解高标准农田建管难题的对策建议

（三）聚焦管护利用，完善长效机制

明确管护责任，落实管护主体

多渠道措施管护资金

创新管护模式



二、破解高标准农田建管难题的对策建议

（四）运营前置，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新模式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提前选择优质运营方

充分征求运营方意见，项目规划设计量身定制

鼓励和支持运营方参与项目建设

项目建成后交给运营方进行运营和管护



二、破解高标准农田建管难题的对策建议

（五）把握群众需求，推进土地流转

做好宣传发动、摸清农户需求底数

规划三块地，开展“小田并大田”工作

鼓励当地种地大户参与项目运营

导入二、三产业，吸纳失地农户就业，提高收入水平





三、提升高标准农田建管能力的具体实践

省级政策支持

投资、融资、还款由企业承担，不增加财政负担

企业按需求进行建设，兼顾群众利益

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智能化管理，全面提升种植效益

（一）探索“投、融、建、运、管”五位一体新模式



三、提升高标准农田建管能力的具体实践

建设高标准农田工程管理平台。将项目工程分类型、按工序进行
划分，跟踪管理，实时检测，确保工程质量。将管理方、施工方、
监理方、检测方等多方纳入平台统一管理，统筹协调，充分发挥
各方人员职责效力。

（二）科技赋能，提升建设管理水平和建后管护能力



三、提升高标准农田建管能力的具体实践

建设高标准农田智慧机井管护平台。对所有项目区的机井等灌溉
设备进行数字化定位，加装水电双计量设施，进行数字化管理。
分县、乡、村三级体系管理，落实管护资金，提高管护效益，强
化“一长两员”管理，提升农户使用满意度。

（二）科技赋能，提升建设管理水平和建后管护能力



三、提升高标准农田建管能力的具体实践

中央政策支持，基础农户有需求

分区施策，分类建设，兼顾群众和种植大户需求

（三）集体主导，开展“小田并大田”改革

摸清底数，绘好两张图，分好三块田，打消群众的
后顾之忧

对症下药，导入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把农民从土地中
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