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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秀山自治县 2020年“一村一品”农业

产业扶持办法》的通知
秀山府办发〔2020〕4 号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秀山自治县 2020 年“一村一品”农业产业扶持办法》已经

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 6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21 日

秀山自治县 2020 年“一村一品”
农业产业扶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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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大做强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培

育和提升特色农业支柱产业，拓宽贫困群众稳定增收渠道，特制

定本办法。

一、发展目标

2020 年，新发展中药材 2.8 万亩（其中：金银花 1.7 万亩，

银杏 0.7 万亩，黄精 0.4 万亩），茶叶 2.5 万亩，油茶 0.5 万亩，

水果 1 万亩，巩固蔬菜基地面积 25.3万亩；出栏畜禽 1500 万头

（只）。农产品加工业与一产产值比达到 2.2：1。

二、区域布局

综合考虑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市场等因素，围

绕特色产业，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促进产业融合，推进产业向优

势产区集聚。重点建设“一园三带”特色产业示范基地。

（一）中药材基地重点区域。主要布局在平阳盖、太阳山、

川河盖等片区，向中低海拔地区辐射。

（二）茶叶基地重点区域。主要布局在清溪场、隘口、溶溪、

溪口、官庄、龙池、峨溶、洪安、梅江、钟灵、平凯、兰桥、雅

江、宋农、孝溪、海洋、大溪、涌洞、中平、岑溪等乡镇（街道）。

（三）油茶基地重点区域。主要布局在乌杨、平凯、官庄、

龙池、石堤、峨溶、雅江、洪安、梅江、兰桥、溪口、涌洞等乡

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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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果蔬基地重点区域。特色水果主要布局在石堤、洪安

片区为主的中低海拔适宜地区，蔬菜主要布局在城市郊区、平阳

盖、川河盖等适宜地区。

（五）生态畜牧区域。在适养区域发展。

三、工作重点

（一）加强标准化基地建设。围绕中药材、茶叶、油茶、生

态畜牧、果蔬五大扶贫主导产业，在每个村培育提升 1－2 个特

色优势产业，构建“一乡一特”、“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局。

（二）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重点打造“秀山毛尖”、“秀山

银花”、“秀山土鸡”区域公共品牌，形成特色产业的规模优势和

品牌效应。支持和奖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三品一标”认证。

（三）强化科技支撑。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对接，

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完善技术培训机制，加大实用技术推

广，建立一批种养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

（四）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围绕“五大”扶贫主导产业，加快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积极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扶贫产业发展，新培育一批国家、

市、县级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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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施的项目

持续扶持基地管护及产地初加工，逐步消除无经营收入的“空壳

村”，培育一批“一村一品”示范村。

（六）创新利益链结机制。推进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的产

业链接、要素链接、利益链接。大力推进社会化服务，引导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对接。

四、扶持政策

（一）种植（养殖）定额类扶持政策

1.种植业

（1）中药材。金银花新种植（含补植补造）“渝蕾 1 号”种

苗定额补助 2.5 元/株，灰毡毛忍冬种苗定额补助 1 元/株。新种

植基地连续三年实行管护定额补助，第一、二年管护达标后补助

管护费 200 元/亩/年，第三年管护达标后补贴管护费 100 元/亩，

从 2019年冬种植的银花基地开始执行。银杏集中连片 50亩以上，

与药化企业签订有订单收购协议，种植一年生银杏苗定额补助

800 元/亩，种植两年生银杏苗定额补助 1100 元/亩。新种植的银

杏，第一年管护达标后定额补贴管护费 400 元/亩，第二年管护

达标后定额补贴管护费 400元/亩，第三年管护达标后定额补贴

管护费 200元/亩。黄精新种植集中连片 20亩以上，定额补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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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亩。南苍术新种植集中连片 100 亩以上，定额补助 1200 元/

亩。

（2）茶叶。新建茶园达到种植密度和管护要求的，实行购

种苗和管护定额补助 2100 元/亩，其中种苗定额补助 800 元/亩，

第一年管护达标后补助管护费 500元/亩，第二年管护达标后补

助管护费 400元/亩，第三年管护达标后补助管护费 300 元/亩，

第四年管护达标后补助管护费 100元/亩。2017 年度新建茶园未

满四年的，连续享受此政策。弃管茶园（弃管 5 年以上且集中连

片 50 亩以上）管护达标后定额补助管护费 800 元／亩，其中第

一年管护费补助 500元/亩，第二年管护费补助 300元/亩。

（3）“一园三带”产业示范片。“一园三带”产业示范片内或

不在其内的集中连片 300 亩以上土地整治，撂荒地定额补助 500

元/亩，熟地定额补助 200 元/亩。

（4）油茶。集中连片 50 亩以上，种植密度不少于 75株/亩，

定额补助 1600 元/亩，分五年 5 次发放。第一年定额补助 500元

/亩，其中购苗木补助 150元/亩，管护费补助 350 元/亩；第二年

管护费定额补助 200元/亩；第三年管护费定额补助 300 元/亩；

第四年管护费定额补助 200元/亩；第五年管护费定额补助 400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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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果。柑桔高接换种接穗不低于 45 株/亩，成活率不

低于 85%，定额补助 300 元/亩。猕猴桃品种改良不低于 70 株/

亩，成活率不低于 85%，定额补助 400 元/亩。

（6）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除茶叶、油茶、中药材等已明确

补助标准的外，其它种植项目的管护费定额补助 400 元/亩。

2.养殖业

（1）“秀山土鸡”种鸡。对遗传资源保种祖代场常年存栏产

蛋种鸡 8000 只以上的，按产蛋种鸡定额补助 25元/只；对父母

代扩繁场常年存栏产蛋种鸡 5000 只以上的，按产蛋种鸡定额补

助 15 元/只。

（2）“秀山土鸡”商品鸡。对（从县内原种场或父母代场进

购鸡苗）年出栏 1-2 万只（不含 2 万）的场定额补助 1 万元/个；

年出栏 2-4万只（不含 4 万）的场定额补助 3 万元/个；年出栏 4

万只以上的场定额补助 5 万元/个。

（二）农产品加工类定额扶持政策

1.“秀山土鸡”加工。对年屠宰精深加工 50万只以上的企业，

按屠宰精深加工量定额补助 0.2 元/只。

2.夏秋茶加工。收购本县境内鲜叶加工夏秋茶（5—10月份）

的业主，按加工后粗茶（干毛茶）定额补助 2 元／公斤。收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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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内夏秋干毛茶精加工，按干毛茶原料（自收购鲜叶加工干毛

茶除外）定额补助 2 元／公斤。

（三）经营主体培育类定额扶持政策

1.企业认证。对新认定或监测合格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奖励 20 万元/个；对新认定或监测合格的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市级示范合作社奖励 10万元/个；对县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奖励 5 万元/个；对新认定“创业孵化基地”的青年农场主

奖励 2 万元/个。

2.“一村一品”示范村。对农业农村部认定的“一村一品”示范

乡镇（街道）奖励 100万元/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奖励 50 万元

/个；对市级认定的“一村一品”示范乡镇（街道）奖励 50 万元/

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奖励 30万元/个；对县级认定的“一村一品”

示范村奖励 20万元/个；以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给予奖励。

3.农业保险。建卡贫困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产品收益

保险除外），给予自缴保费的 50%补贴。

4.农机具。对农业企业、农机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

集体经济组织等业主购买开垦、管护、轨道运输、采收、防控等

农业作业机具按农机具市场平均售价的 80%补贴（含国家补贴）。

（四）竞争立项类项目扶持政策

1.扶持标准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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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果基地。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20 亩以上，农民合作

社、农业企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50亩以上，种植密度不低于

45 株，种苗采购款补助 70%，对新栽基地实行三年管护补贴。

（2）蔬菜基地。集中连片以设施蔬菜种植为主 50亩以上（其

中大棚达 10 亩以上），露地蔬菜 100亩以上，重点补助基础设

施和设施农业。

（3）食用菌培植。培植规模 30000 袋以上或生产场地面积

2000 平方米以上，补助新建（改扩建）厂房、储藏保鲜等设施

设备。

（4）养殖场。“秀山土鸡”林下生态散养场。在县内适养区

选址新建秀山土鸡林下生态散养场，对圈舍建设、围栏、饮水设

备等设施设备购买等给予扶持。

新建规模化养殖场。在适宜养殖区域新建生猪及牛羊养殖

场，符合用地政策和环保要求，对圈舍、粪污处理设施等建设给

予扶持，每平米补助不超过 350元。生猪及牛羊养殖场圈舍改造。

对建于适宜养殖区域的生猪及牛羊养殖场升级改造粪污处理、墙

面、瓦面、地面和投料饮水防蚊保暖降温等设施设备给予扶持。

（5）水产养殖。支持水产健康养殖场面积集中连片 20 亩以

上、工厂化养殖水面 200 平方米以上或流水养殖场 3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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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支持水产稻鱼（鳅、虾、蟹、蛙等）综合种养建设连片集

中 30 亩以上。

（6）厂房及设备。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业主，新购加工机器

设备按购价的 80%补助；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按总投资的 30%

进行补助，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7）农机作业。对开展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关键环节进行

作业补助，补助不超过市场价格的 40%，其中单季作物亩均各环

节补助总额不超过 130 元。

（8）贷款贴息。农业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对吸纳建卡

贫困农户（含易地扶贫搬迁户）稳定就业 1 年以上人数占就业人

数达 20%，且签订就业合同 1 年以上，或农业企业、合作社种植

项目区带动建卡贫困户实现全覆盖的，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按

当年银行利率测算贴息 50%，其中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度

贴息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度贴息最

高不超过 20 万元，其它经营主体年度贴息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9）茶叶门店。新开设茶叶门店（在秀山县城开店、以经

营秀山茶叶品牌为主，经营面积不少于 40 平方米，装修并正常

经营，5 年内不改变经营性质）每个门店补助不超过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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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品牌宣传。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宣传“秀山毛尖”“秀山

红茶”“秀山银花”“秀山土鸡”等公共品牌，参加农产品展会、农

业节会活动。

（11）科技示范。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五大主导产业与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行业专家学者开展科技合作；支持各产业建立科

研试验示范基地。

五、财政资金扶持额度

凡竞争立项类项目（股权化、有补助标准、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项目除外）单个项目财政补助资金额度，原则上农业企业不超

过 60 万元，农民合作社不超过 30 万元，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不

超过 15 万元。

六、扶持对象及方式

（一）扶持对象。

1.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

2.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村、居民委员会）、社团。

3.家庭农场和种养殖大户。

4.建卡贫困户（含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

优先扶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建卡贫困户（含易地扶贫搬迁

贫困户），带动贫困人口稳定就业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含建

档立卡贫困户成员达 10%以上的合作社（扶贫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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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扶持方式。

1.定额扶持类项目按项目入库程序，实行业主自愿申报，所

在村（居）乡镇（街道）及主管部门审核、公示同意后报县扶贫

攻坚办入库备案，项目计划下达后，经验收合格后拨付补助资金。

2.竞争立项类扶持项目按项目入库程序，实行业主自愿申

报，所在村（居）乡镇（街道）审核、公示同意，主管部门组织

专家评审通过后入库，项目计划下达后实行先建后补。

3.严禁同一项目多头重复申报（即：严禁同一项目向多个部

门重复申报、严禁同一项目由多个业主重复申报），重复享受财

政补助资金。

4.近 3年内有不良记录，包括财政部门及审计、司法、纪检

监察等机关作出处理的业主（有利益关联的业主）和凡有帮扶贫

困户义务未履行帮扶措施的业主，不得享受扶持政策。

七、带贫减贫机制

凡纳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财政涉农统筹整合使用资金扶持

的项目实施单位，要与建卡贫困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实

行直接资金帮扶和务工就业、生产资料代购、产品代销、技术服

务等间接帮扶方式，落实带贫减贫措施。直接资金帮扶方式不得

少于 3 年，每年帮扶资金（含物资折款）不得低于财政补助资金

的 5%，劳务收入、流转土地金、生产资料代购、产品代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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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收购、技术服务等不纳入直接帮扶资金计算。获得项目补助资

金 10 万元及以下直接帮扶贫困户不少于 3 户，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及以下直接帮扶贫困户不少于 5 户，20万元以上 50 万元及

以下直接帮扶贫困户不少于 10户，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及以下

直接帮扶贫困户不少于 20 户，100 万元以上直接帮扶贫困户不

少于 30 户。

八、保障措施

（一）落实乡镇（街道）主体责任。乡镇（街道）作为扶贫

产业落地的责任主体，要做好项目论证、申报、监管和验收工作，

要结合本地实际，按照扶贫产业发展思路，做好规划、选好品种、

落实业主工作，要有计划地全面消除产业“空壳村”。

（二）明确部门牵头职责。县农业农村委、县林业局等行业

主管部门要指导各乡镇（街道）合理布局产业发展规划，制定资

金扶持验收细则，对项目实施进行全程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县

财政局要确保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绩效

评价和监管，涉及到项目建设的扶贫、交通、水利、电力、通信

等部门要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

（三）强化目标责任考核。将产业扶贫工作纳入对乡镇（街

道）及相关部门实绩考核，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定期督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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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对工作开展不力或不作为的单位将进行通报

批评和诫勉谈话。

九、其他事项

原出台的相关文件政策与本办法相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

本办法未尽事宜，以县政府研究的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