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关春耕，辽宁农业农村厅印发通知 

近期，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不

误农时全力抓好春耕备耕工作，确保全省粮食和农业生产开好局、

起好步，同时，从以下几个方面明确了任务目标。 

  一、强化春耕备耕组织领导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也是辽宁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的首战之年，稳定粮食生产、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扛牢保障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责任，早谋划、早部署，不误农时抓好

春耕备耕工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挂帅、加强

统筹协调，整合部门内部力量、惠农资金、工程项目等资源，并积

极与发改、财政、水利、气象、供销社等部门加强沟通，推动解决

问题和困难，形成工作合力；组织党员干部和技术人员成立工作组

和指导组，分区包片、下乡进村，督促落实目标任务、政策项目、

关键措施等各项重点工作。 

  二、强化粮油播种面积落实 

  稳定播种面积是夺取粮食产量丰收的基础和前提。各地要认真

组织开展种植意向调查，了解各地区、各作物意向种植面积以及与



上年的变化情况，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项目扶持、物资保

障、科技支撑等工作，引导农户稳粮稳油和扩种大豆。要紧盯上级

下达的粮食和油料生产目标任务，结合当地实际，科学确定本地区

播种面积和产量目标。要压实工作责任，及早将粮食、大豆、油料

播种面积目标任务分解下达到县、到乡，要“一抓到底”，督促基层

把面积落实到村、到户、到地块。 

  三、强化春耕生产物资保障 

  要深入推进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规范审批行为、优化审批服

务，推进一网通办，开通绿色通道，对涉及春耕生产物资等服务事

项，要优先受理、加急办理，最大限度利企便民。要认真开展农资

供需情况调查，及时了解基层农资销售网点物资备实情况和农户购

买农资进度。要与供销社加强沟通，做好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

的调剂调运，及时投放国家和省级储备化肥，满足生产所需，稳定

市场价格。要会同市场监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加强农资市场监管，

开展农资打假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破坏市场秩序、哄抬

农资价格、套牌侵权、非法生产加工转基因种子等违法犯罪行为，

形成“不敢坑、不能骗”的高压态势，切实维护农资市场秩序和农民

群众合法权益。 

  四、强化春耕备耕技术指导 



  各地要结合墒情、温度等实际情况，筛选公布适宜本地区种植

的优良品种，制定发布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意见。要充分调动各级

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关键农事季节和关键生产

环节深入现场开展点对点、面对面的公益性的指导服务。通过电

视、网络、微信、12316 平台等方式，开展线上线下指导培训和答

疑解惑。要结合相关项目，继续探索试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并利用“两季不足、一季有余”的特点，积极推广小麦、马铃薯

等作物与大豆复种模式，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上年冬季封冻前，全

省大多数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各地要会同气象部门加强墒情、温度

等监测预报，指导土壤偏湿地区及早起垅散墒、提高地温，重点防

低温、防渍害；辽西、辽南等春季气温回升快、大风天气多、土壤

失墒快的易旱地区，要指导农户抢抓墒情，根据气温、地温等条件

抢墒早播，同时要做好抗旱保春播相关准备。 

  五、强化春耕农机管理服务 

  要充分发挥农机在春耕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和农机播种速度

快、播种质量高的优势，强化组织协调，加快春耕春播进度，提高

播种质量。一是做好机具检修。要及早动员有关生产主体和企业，

做好人员培训、机具准备和检修、维修配件供应等工作，确保农机

具和机手以良好的状态投入生产。二是做好机具调度。要摸清当地

农机数量、作业需求等情况，组织做好供需对接、用油保障等协调

准备，做好跨区作业机具免费通行、农机作业精准气象对接服务、



作业秩序维护等工作，推进作业车辆安全高效作业。三是做好农机

社会化服务。培育发展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规模化精细化专

项作业服务等模式，提升农机作业效率和质量。发挥社会化服务组

织的力量，为小农户提供单环节、多环节、全环节的生产托管服

务，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六、强化惠农政策项目落实 

  种植业保险政策总体保持稳定，继续在辽宁全省实施主要粮油

作物直接物化成本保险，在所有产粮大县实施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

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各级财政对保险保费给予补贴。各地要及时开

展政策宣传，让农民知道政策、理解政策，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

调动种粮积极性。要结合春耕备耕，抓紧组织县、乡、村各级力量

落实好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高标准农田、黑土地保护、高素质农民

培育、社会化服务等强农惠农项目，特别是涉及物化投入、技术培

训以及需要筛选地块、筛选经营主体等工作的项目，务必要加快工

作进度，及早启动招标采购，确保不误农时把各项关键措施落实到

地块，充分发挥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 

  七、强化春耕生产工作调度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生产一

线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要

明确相关内设机构职责分工，分领域调度农资备实下摆、市场价



格、打假等农资准备情况，农机具检修、托管服务等农机及社会化

服务情况，推介优良品种、发布主推技术、科技培训、指导服务等

科技支撑情况。要主动与发改、财政、水利、气象、供销、金融等

部门沟通，及时掌握与生产有关的情况。要认真执行农情调度制

度，严格遵守农情调度规范，配齐配强农情信息员，提高农情报表

的质量和时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