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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甘区政办发〔2025〕43号

甘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甘州区 2025年制种大县（玉米）

奖励政策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属有关部门、单位：

《甘州区 2025年制种大县（玉米）奖励政策项目实施方案》

已经区十九届人民政府第 96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甘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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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区 2025年制种大县（玉米）奖励政策
项目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种业振兴决策部署，加快培育全国现代种业

发展高地，全方位塑造制种产业发展新优势，发挥制种大县奖励

资金使用最大效益，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制种大县奖励政策资

金使用导向，结合《甘州区制种大县（玉米）发展规划（2022- 2025

年）》确定的各项任务及全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支持优势企业建设智慧水肥一体化高标准制种基地 1.2 万

亩；新建果穗剥皮生产线 18条；建设种子质量科学检验检测中心

1个，购置种子质量检测仪器等设备；建设金张掖种业气象服务

平台；建设张掖市玉米种业科技创新试验示范基地 80亩，与优

势种业企业合作建设玉米优良品种示范推广基地 30亩；扶持优势

企业成立制种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购置具有先进技术的玉米

制种全程机械化农机具；支持企业在生产、加工、贮藏等环节全

覆盖开展种子质量认证；编制甘州区“十五五”全国现代种业发

展高地建设规划。

二、重点建设内容

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制种大县奖励资金 3000万元。采

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大力撬动社会投资和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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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施制种智能化建设、种子加工技术能力创新建设、种子质

量科学检验检测中心建设、张掖市玉米种业科技创新试验示范基

地建设、种子生产社会化服务建设、种子质量认证奖励、制种产

业发展规划编制等 7个项目。

（一）实施制种智能化建设项目。投入奖励资金 1000万元，

支持优势企业在明永等乡镇建成高标准智能化制种基地 1.2万

亩，以打造智能管控、智能灌溉、科学施肥、节本增效高标准制

种示范基地为目标，在已建成的制种基地基础上配套自动气象站、

土壤墒情传感器、生长影像监测仪、智能巡田无人机、智能虫情

灯、智能孢子捕捉仪等管控平台设备；投入奖励资金 200万元，

支持优势企业开发区镇村一体化的农田智慧灌溉与管理系统，提

供耕种管收储全流程的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服务，实现制种玉米

生产过程的全程数字化管理及可追溯；投入奖励资金 50万元，结

合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建立张掖市制种田智慧气象服务平台，通

过集成制种基地气候站数据和气象部门监测预报产品，建设气象

监测、灾害监测、品种区划、查询统计、产品制作、服务产品、

科普知识和系统管理等功能模块，提高种业生产趋势研判和防灾

减灾能力。

（二）实施种子加工技术能力创新建设项目。投入奖励资金

710万元，企业自筹 1560万元，按照项目总投资额的 30%左右比

例，支持优势企业建设玉米果穗生产线 18条，配套建设剥皮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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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穗输送系统、苞叶杂穗处理系统、剥皮除尘系统、自动/手动电

气控制系统等设备，按照“先行先试、逐步推广”原则，形成“田

间全苞叶机械收获+工厂生产线机械剥皮”收获新模式，亩均节

约收获成本达到 30%以上，有效解决玉米制种果穗收获关键环节

时间集中、用工成本高问题。

（三）实施种子质量科学检验检测中心建设项目。投入奖励

资金 450万元，建设核心种源繁殖基地，配套建立检验检测、挂

藏保存场所。配置实验仪器设备，开展种子质量认证及品种抗倒、

抗旱及抗极端气候测试、品种评价等。实行玉米种子生产、加工、

销售全流程、全覆盖质量监督检验，确保“张掖玉米种子”地理

标志产品质量达标，严防不达标产品贴标销售流向市场，损害“张

掖玉米种子”品牌形象。

（四）实施张掖市玉米种业科技创新试验示范基地项目。投

入奖励资金 280万元，建设张掖市玉米种业科技创新试验示范基

地及耐盐碱玉米品种选育试验专区 80亩，搭建玉米种业全产业

链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试验示范及展示转化平台，

重点开展试验田整治、备用水池（水源）、安全监控系统、智慧灌

溉设施、智能农情装备及通讯供电等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推动新

优品种的筛选以及产学研的成果转化；投入奖励资金 20万元，与

优势种业企业合作建设玉米优良品种示范推广基地 30亩，开展玉

米新品种试验示范、密植、地膜等新技术展示，通过集中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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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看禾选种”平台，向社会推介一批优良高产新品种。奖励

资金重点用于展示基地规划布局、土地流转、观摩道设置、耕种

管收田间作业管理、标牌制作、测产验收等相关试验费用。

（五）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投入奖励资金 200

万元，扶持制种企业成立制种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购置配套

农机装备，在核心区开展农机作业、统防统治、代繁代制、收储

加工等服务，持续提升种子生产专业化和服务社会化科技水平。

（六）实施种子质量认证奖励项目。加力培育国家现代种业

发展高地，积极推进玉米种子认证工作，构建形成“属地主体、

部门协同、区域联动、社会参与”的“张掖玉米种子”品牌保护

格局。投入奖励资金 60万元，在种子生产、加工、贮藏等环节全

覆盖开展种子质量认证，确保符合国家标准。对企业生产、加工、

结算及认证的品种给予 30元/亩奖励，逐步建立种子质量追溯管

理制度，实现全程可追溯管理。

（七）实施制种产业发展规划项目。投入奖励资金 30万元，

对标对表种业振兴行动目标任务，深入分析种业发展短板差距和

发展形势，科学谋划种业重大项目，编制“十五五”全区现代种

业发展规划，为持续推进全区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实施进度

（一）方案研讨制定(2025年 5月)。细化制定方案，明确建

设任务、完成时限、资金分配等事项，讨论研究方案可行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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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性，确保方案切合实际，科学合理。

（二）动员准备阶段(2025年 6月-8月)。遴选项目实施主

体，做好分项工程项目设计、方案制定、评审、招投标、设备采

购等相关工作，为全力实施项目打好基础。

（三）全面实施阶段(2025年 9月-12月)。按照前期工作准

备情况，全力推进种子质量检测中心建设、张掖市玉米育种试验

示范基地建设、种子生产社会化服务建设、种子质量认证奖励项

目完工验收工作。

（四）总结验收阶段(2026年 1月-5月份)。2026年 5月底

前开展实施制种智能化建设、提升种子加工能力建设、制种产业

发展规划编制项目完工验收工作。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区 2025年制种大县（玉米）奖

励政策项目实施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综合协调各项工作。各成

员单位要严格桉照各自职责认真谋划研究，科学制定实施计划，

明确主体责任，狠抓工作落实，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资金使

用科学安全，为基地建设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内部管理机制，区财政局、区审

计局、区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财政检查职责，将财

政监督贯穿到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和效益分析全过程，财政奖

补资金采用“以阶段性补助、以奖代补或先建后补”的办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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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验收工作机制，区农业农村局要及时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

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拨付奖补资金，对验收不合格的责令限期

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不予奖补。

（三）强化资金监管。严格实行项目跟踪问效机制，建立事

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制度，对项目资金使用安全性、合

规性和绩效情况及时跟踪问效，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区财政

局、区审计局要加强奖补资金使用监管，确保基地项目落地落实，

资金安全运行，涉及违规使用项目资金的人或单位，一经查实，

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实施项目公示公告制度，及时公开奖

补资金使用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1.甘州区 2025年制种大县（玉米）奖励政策项目实

施工作专班

2.2025年制种大县（玉米）奖励资金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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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甘州区 2025年制种大县（玉米）奖励
政策项目实施工作专班

组 长：赵新福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副组长：陈志军 区政府副区长

张玉宝 张掖国家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

成 员：侯东山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 东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曹振国 市自然资源局甘州分局局长

代俊周 区财政局局长

张定祥 区科技局局长

宋文仕 区审计局局长

赵 晶 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王东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承担工作专班日常工作。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

职责，相互配合、通力协作，确保全区制种大县奖励政策项目顺

利实施。

抄送：区委、人大、政协办公室。

甘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6月 26日印发

共印 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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