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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项目申报知识产权 2023年乡村振兴项目申报汇总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重点项目申报

一、现代农业产业园

发布部门：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发布时间：3—4月份激励政策：10000
—15000万元资金支持申报材料：编制实施方案、发展规划、资金使用
方案项目要求：1.主导产业特色优势明显，产值占产业园总产值的比
重达50%以上；2.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已制定产业园专项规划；3.建设
水平区域，高标准农田占比较高，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
于本省平均水平；4.绿色发展成效突出；5.带动农民作用显著，园区
农民可支配收入原则上应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30%；6.政策支持措施
有力；7.组织管理健全完善。认定标准：主导产业覆盖率达到60%以
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3:1；产业园年总产值超过
30亿元；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达
到99%以上；园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当地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
。

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发布部门：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发布时间：3—4月份激励政策：资金
支持申报材料：编制实施方案、发展规划、资金使用方案项目要求：
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50亿元以上，支持各省围绕基地建设、机种机收
、仓储保鲜、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现代流通、品牌培育等全产业
链建设，促进提升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水平。资金支持要围绕产业集群
要求，聚焦重点区域，突出关键环节，不得面面俱到，不得撒胡椒面
，不允许按县市平均分配，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的使用按照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鼓励创新资
金使用方式，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贷款贴息、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对相关主体给予支持，不得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简单直接投入经
营主体。

三、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

发布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时间：2—4月激励政策：
政策支持申报材料：示范园创建申报书、示范园实施方案、其他相关
配套材料项目要求：按照“当年先创建、次年再认定”的原则。1.原
则上县（市）级政府是拟创建示范园的申报主体；2.优先支持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创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3.高度重视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工作，已成立由本级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
并明确具体的示范园管理机构；4.具备较好的产业融合发展基础或特
色产业优势，且建设示范园的意愿明确；5.示范园发展思路清晰、功
能定位明确，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较
强的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6.各省（区、市）根据上述要求，结合
本地实际细化确定的具体创建条件。

四、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发布部门：农业农村部发布时间：3—5月份激励政策：资金支持申报
材料：编制实施方案、发展规划项目内容：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
，实现农药化肥使用负增长。实行种养结合，发展循环农业，推进畜
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秸秆综合利用率高于本省及全国平均水平。



五、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发布部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发布时间：4—5月份激励政策：政
策支持申报材料：编制《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申报书》，并提供创
建工作方案及证明材料。省级特优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填写《中
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申报信息汇总表》项目要求：1.立足本地产业发
展实际，统筹兼顾粮食产品、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和林特产品
等五大类特色农产品，自主选择特色主导品种，原则上以县为单位申
报；2.应符合《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认定标准》（农市发〔201
7〕8号）中的创建条件。

六、农业产业强镇

发布部门：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发布时间：3—4月份激励
政策：1000万元资金支持申报材料：编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申请
表、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实施方案、发展规划项目要求：1.依托镇
域1—2个农业主导产业，农业主导产业总产值达到2亿元；2.农产品加
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达到2：1；3.城关镇、开发区、街道办事处、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所在地不列入推荐范围；4.中央财政通过以奖代
补等方式对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予以适当支持，按照填平补齐的原
则，集中用于扶持壮大乡土经济、乡村产业，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推
动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七、国家休闲农业重点县

发布部门：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时间：4—5月激励政策：政策支持
，挂牌申报材料：申报文件、申报表、重点县建设的有关规划及实施
方案项目要求：1.具有世界自然文化资源、全国独特自然文化资源、
区域鲜明自然文化资源；2.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以上；3.营业收入年
均增速均超6%；4.农家乐、乡村民宿、休闲观光园区、休闲农庄、休
闲乡村、康养和教育基地等业态类型丰富，至少具有五项上述类型，
分布在县域1/3以上乡镇；5.全国具有较高度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点
5个以上；6.从业人员中农民就业比例达60%以上，农民人均收入高于



省内平均水平5%以上。

八、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发布部门：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时间：7—8月
份激励政策：1-1.5亿元资金支持申报材料：编制实施方案、发展规划
项目要求：1.类型，统筹考虑区域差异、发展水平等因素，分区分类
建设示范区。在黄淮海平原粮食主产区，创建一批以粮食产业为重点
的示范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地区，创建一批以优势特色产业为重点的
示范区。在大中城市郊区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创建一批以都市农业
和智慧农业为重点的示范区。在脱贫地区，创建一批以“小而精”特
色产业为重点的示范区。2.要求，生产基础较好、装备水平较高、产
业链基本健全、经营体系较为完备、农业环境较为友好、政策支持保
障有力。

九、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发布部门：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时间：7-8月份激励政策：政策支持
申报材料：申报文件、乡村规划项目内容：以行政村为主体单位，在
发展提升乡村休闲旅游业方面应具备一是特色优势明显、二是服务设
施完善、三是乡风民俗良好、四是品牌效应明显。已获得省级美丽休
闲乡村、农家乐聚集村等荣誉，村域内具有的稀缺资源优势，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带动作用强。已成为中小学及各类大专院校的培训
实训基地或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和荣誉称号的优先推荐。

十、国家农业科技园

发布部门：科技部发布时间：10—11月份激励政策：资金支持申报材
料：编制实施方案、发展规划项目内容：一是园区申报单位要落实好
主体责任，统筹推动园区建设，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二是要有明确的
主导产业，注重发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引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和企业，提升产业竞争力；三是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规划合理，
核心区范围明确、总面积1万亩以上、区块数量不超过2个；四是应建
有科技创新创业创造服务平台，应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



创业服务能力；五是强化园区对创新型县（市）和扶贫等工作的支撑
作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建设核心区位于创新型县（市）或贫困
县的园区。

乡村振兴补贴优惠政策

1、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项目

补贴额度：省级1000-5000万元，1-3亿元

2、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

补贴额度：省级3000-6000万元/年，6000-8000万元/年，共三年。

3、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

补贴资金：1000万元

4、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

补贴资金：2000万元以内

5、绿色循环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

补贴额度：1800万元

6、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

补贴额度：高5000万元

7、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市、区）创建项目

补贴额度：50-1000万元



8、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

补贴资金：5000万元

9、“特色小镇”工程申报项目

补贴额度：500-2000万元

10、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

补贴额度：不低于1000万元

11、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农作物种子、畜禽良种）项目

补贴额度：2500-3000万元

12、对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县（市、区），每个县给予2
000万元激励支持。

13、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中央财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专
项资金增加到55亿元。

14、振兴奶业支持苜蓿发展政策，安排补贴苜蓿面积100万亩以上，6
亿元资金，每亩补贴600元，并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

15、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支持政策，打造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安排
中央财政资金50亿元；认定400个左右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引
领乡村特色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遴选推介乡村特色产品和能工
巧匠。

16、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支持政策，创建100个左右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形成一批以设施化为主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现代化示范区、以绿
色化为主的生态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以数字化为主的智慧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以园区化和融合化为主的优势特色产业现代化示范区。



17、农产品初加工税收减免政策。

18、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政策，加强试点示范引领。

19、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支持政策，打造15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
景点线路，建设200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提升服务水平；创新发展业
态。

20、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统筹省市县资金安排，足额安排资金
。

21、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中央财政投入23亿元继续在全国开展高素
质农民培育工作。

22、培养乡村振兴人才政策，开展“全国农民”遴选。

23、草原生态利用补助奖励政策，各有关省份负责补奖政策的具体组
织实施，确定具体补奖标准和发放方式。

24、全国农村创业创新项目

补贴额度：低息贷款项目

25、农村蔬菜大棚补贴

每个项目补贴50-100万元，要求设施达200亩以上，新建日光温室每栋
补助1万元，新建春秋大棚每栋补助0.2万元，新建智能化自动调控连
栋日光温室每亩（棚内面积）补助2万元。

26、粮改饲试点项目

补贴额度：400万元左右

27、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项目



补贴额度：300万元

28、农产品促销项目资金

补贴额度：项目总投资10%左右

29、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

补贴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

30、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

补贴额度：200-3000万元

31、冷链物流和现代物流项目

补贴额度：200-1000万元

32、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补贴额度：以奖代补、贷款贴息

33、农村旧房改造补贴

五保户：一级危房户均补助2万元；二级危房户均补助0.5万元；三级
危房户均补助0.3万元；

低保户：一级危房户均补助2万元；二级危房户均补助0.3万元；三级
危房户均补助0.2万元；

困难户：一级危房户均补助1万元；二级危房户均补助0.3万元；三级
危房户均补助0.2万元；

一般户：一级危房户均补助0.5万元；二级危房户均补助0.3万元；三级



危房户均补助0.2万元。

34、农机补贴，报废的也有补贴

补贴种类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机动喷雾（粉）机
、机动脱粒机、饲料（草）粉碎机、铡草机等。

一般补贴机具：单机补贴额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

挤奶机械、烘干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12万元；

100马力以上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机、大型联
合收割机、水稻大型浸种催芽程控设备：单机补贴额不超过15万元；

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25万元；

大型甘蔗收获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40万元；

大型棉花采摘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60万元。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