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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抓好当前 “ 三农 ” 领域疫情防控

全力恢复农业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省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机制关

于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做好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的通

知》（国发明电〔２０２０〕３ 号）要求，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坚持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的决策部署，切实抓好当前

“三农”领域疫情防控和抢种抢收等工作，保障农产品有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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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继续坚决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各地要妥善处理好防疫和生产的关系，全面落实防疫措

施，建立从业人员健康档案，协调解决复工复产企业的口罩等

防护物资问题，落实防护措施。突出动物疫病监测、屠宰检

疫、公路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等防疫场所以及农产品批发市场

等人员密集场所，落实情况摸排报告和清洁消毒要求，强化人

流、物流、车流等安全管控，确保从业人员健康和安全。

二、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复工复产

在疫情防控期间，按照“风险受控、一企一策、属地管理”

原则，建立重点涉农企业名录和复工复产时间表，实行清单式

精准分类管理。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对粮油加工、

饲料兽药、畜禽屠宰和农产品加工流通等涉及民生保障的企

业，加快组织复工复产，做到应复尽复；对涉及春耕生产物资

的农资店和生鲜乳加工经营企业，加快恢复营业；对蔬菜、畜

禽、水产、种子（苗）、鲜笋等涉农企业（含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尽快组织复工复产。稳妥有序推进国内海洋捕捞

企业复工复产。

三、加快部署春耕粮食生产

各地要及早明确今年粮食产销政策并加大扶持力度，及

早把全年粮食生产任务分解落实到主体、品类、田块，引导农

户多种优质早稻，积极发展春马铃薯、春大豆、春玉米等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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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粮作物，加强春花作物田间管理，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

量。引导农民调整优化粮食结构，增加绿色、优质、特色粮食

产品供给。省财政在保留原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贷款

贴息、订单良种奖励、订单粮食收购奖励、粮食绿色高产创建

等政策的基础上，加大规模种粮补贴力度，对全年稻麦复种、

一季旱粮种植和“三园”地间作套种同一旱粮作物（不含大小

麦）５０ 亩以上的规模生产主体的直接补贴按实际种植面积由

１００ 元 ／亩提高到 １２０ 元 ／亩。

四、加快蔬菜瓜果抢种抢收

加强生产调度监测，合理安排品种结构和上市期，采用调

整茬口、增加复种、增设大棚等措施，适当增加叶菜、速生类蔬

菜、食用菌、鲜食竹笋等生产，确保均衡供应。各地要借鉴杭

州、宁波等地做法，给予规模生产基地补贴。要引导种植大

户、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开展互助合作、错峰采收，解决用

工难、用工贵问题。对用工困难的规模基地，可组织志愿者、

村民帮助抢种抢收。省增设政策性叶菜价格指数保险产品，

省财政对保费进行补贴，保费由省和市县财政共同负担

９０％，稳定菜农种植信心。

五、加快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认真落实浙政办发〔２０１９〕５２ 号文件，全面落实扶持生猪

生产各项政策措施，加快推动万头特别是 １０ 万头以上大型现

代化规模猪场建设，尚未完成审批落地的，要尽快依法审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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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动尽早开工；已开工因疫情防控停工尚未复工的，要抓

紧复工，确保年底前建成 ７０ 家以上、８０％投产。鼓励养殖场

能养尽养，积极出栏补栏，加大猪肉调入和储备肉投放力度，

保障市场供应和肉价平稳。扩大优质黄羽肉鸡、麻鸭等养殖。

在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期间，对省内家禽养殖龙头企业和定点

屠宰企业按原订单（合同）收购本省活禽 １０ 万只以上的，省

财政按其实际收购量给予鸡、鸭、鹅每只补助 ２ 元，鸽每只补

助 １ 元；省内乳品收购加工企业按原订单（合同）收购价或不

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保护价收购省内奶农投售合格生鲜牛奶

的，省财政按其实际收购量每吨补助 ５００ 元。

六、加快推进渔业绿色发展

加强水产种苗生产和存塘水产品养殖管理，保障水产饲

料和苗种供应，推进水产品绿色健康养殖。严格排查海洋捕

捞作业渔民，按照“船适航、人适任、保安全”要求，加快海洋

捕捞渔船出海生产，保障水产品供应。对因疫情影响面临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的国内海洋捕捞企业，可以申请办理暂缓

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补缴时间可在疫情解除后 ３ 个月

内完成。提前发放渔业油价市县部分补贴，解决渔民当前生

产经营困难。

七、加快推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

做大做强“网上农博”平台，各市、县（市、区）要积极主动

对接，利用“网上农博”平台，加快发展线上交易、无接触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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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代营销方式；省农业农村厅要抓好统筹落实，指导服务。

支持各地选择发布一批地产农产品直送点名单，推行组团采

购、同城配送等模式。推广产区与销区点对点对接联销模式，

聚焦近期上市的西兰花、番茄、草莓、鲜笋等鲜活农产品，实行

“一品一策”，做好点对点牵线搭桥。支持特色农产品专卖

店、连锁门店开业经营。支持邮政、生鲜电子商务平台、社区

与生产基地等紧密合作，构建农产品直供直销、集团配送等长

效机制。发挥供销系统农批市场、大型商场超市、连锁门店的

作用，积极与生产基地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有序组织批发市

场、商场超市、社区门店等商业网点复工开业，增加“菜篮子”

产品货架种类、数量，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八、切实抓好农业外贸稳定发展

协调帮助农产品出口企业解决加工、流通等方面难题，如

期履约出口订单。对外贸企业由于疫情原因无法按时交付订

单，造成合同违约或取消的，当地政府和贸促会要积极帮助企

业申请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支持企业通过调

解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九、切实抓好造林绿化等春季农业工作

抢抓当前造林有利时节，全力组织实施新增百万亩国土

绿化行动，实施科学造林，积极发展干水果、茶叶等经济林。

加强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严格按要求、按标准、按时间节点

完成春季疫情除治任务。全力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及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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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茶采摘销售工作。

十、全力保障春耕物资供应

将饲料兽药、种畜禽、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生产企业纳

入复工复产重点企业名单，尽快恢复产能。畅通农业生产资

料物流通道。及早组织落实种子种苗、化肥农药、饲料兽药、

柴油等农用物资保障和调度，推行农药化肥实名制购买、定额

制施用。组织开展农机具保养、检修；合理安排跨区作业、合

同作业等农机作业服务，确保不误农时。加强农资市场监管，

依法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农资的违法行为，保障农资数量

充足、质量可靠、市场稳定。

十一、全力保障农村物流畅通

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对运送农产品和农业生产物资的

车辆，快速发放防疫期间专用通行证，落实绿色通道政策，把

粮油、蔬菜、肉蛋奶、水产品等农产品纳入疫情防控期间生活

必需品保障范围，按照规定落实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等优

先便捷通行措施，确保区域间快速调运，必要的地方可设立农

产品运输接驳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不得阻拦农产品运

输车辆进出。认真抓好农民工返岗复工的组织引导和服务保

障，支持各包车客运企业对接复工复产企业，开展对务工人员

“点对点、家到厂”跨地区定制化包车运输服务。支持各地出

台粮油等生活必需品调入运费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多元

主体采购调运生活必需品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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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全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和动物防疫安全

强化农产品质量风险管控，落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实施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管理，加强抽检监测。高度警惕

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动物疫病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

风险，迅速开展春季集中免疫行动，落实综合防控措施。严格

调运监管，严厉打击注水注药、私屠滥宰、贩卖病死生猪等违

法行为。加强野生动物监督管理，全面落实隔离、清洁、卫生

消毒、监测检疫和疫病防控等措施。

十三、切实加强金融支持

全面落实涉农企业在财政金融、企业用工、外贸出口等方

面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政策，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生产经营主体同等享受小微企业 １７ 条优惠政策。及时将

与疫情防控重点物资保障相关的饲料、种畜禽及种子（苗）、

屠宰、奶业、“菜篮子”产品等骨干生产企业按规定纳入国家

专项再贷款和贴息政策支持范围。鼓励金融机构用好人民银

行专项再贷款政策，实施农产品稳产保供政策性担保扶持政

策，扩大小额普惠贷款覆盖面，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免担保、

纯信用、小额度、低门槛的信贷服务。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期

间，省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对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新增贷

款免收担保费。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农产品生产和供应的各项

税收优惠政策，列入省发展改革和经信部门认定的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可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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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有条件

的地区，可对农产品保供企业实行减费，纳税人受疫情影响确

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可依法申请办理延期缴纳

税款。

十四、切实加强“三服务”工作

深入开展“三服务”活动，组织开展农业农村系统联村、

联企、联基地，落实防疫措施、生产措施、政策措施“三联三落

实”活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乡村田间、林区山头，开展政策

宣传和生产技术培训，指导农民应用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

术，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经营难题，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生产

经营积极性，促进防疫和生产工作有序开展。

十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坚持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动

员农民不误农时春耕备耕，切实抓好疫情防控期间农业生产。

严格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地方政

府负责辖区内蔬菜、肉蛋奶、水产品等供应，统筹抓好生产发

展、产销衔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产

区确保产得出、运得走、不积压、不卖难，销区确保调得进、供

得上、不脱销、不断档。研究出台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措施，

盘活闲置沉淀存量资金，统筹用于农业生产保供。优化完善

财政资金审核流程，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加强舆论引导，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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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营造良

好氛围，确保完成全年“三农”目标任务。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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