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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望政农联发〔2025〕51号

关于印发《望奎县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现将《望奎县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望奎县农业农村局 望奎县财政局

2025年7月11日



望奎县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

为高质量做好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推动保护性耕作与粮

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紧密结合，促进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行动计划稳步规范有序实施，根据《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

计划(2020-2025年)》《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指

导意见》和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黑龙江省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指引>的通知》(黑农厅函

〔2025〕163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今年是国家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的第五年，

为了保证完成省级下达我县推进实施玉米、大豆茬保护性耕作面

积26.72万亩任务，现将任务分解到全县15个乡镇，重点区域放

在适合保护性耕作面积比较集中的地区，集中打造乡村保护性耕

作示范区，全面推广保护性耕作，形成较为完善的保护性耕作政

策支撑体系、技术装备体系和推广应用体系，奠定全面推行保护

性耕作的物质技术基础，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发展

的长效机制。经过持续努力，保护性耕作成为我县适宜区域农业

主流耕作技术，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升，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增强。

(一)建设示范基地。以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种植大户

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为依托，以农机推广单位为技术支撑，以秸

秆全量还田覆盖免耕播种为主要技术模式，树立保护性耕作样板

地块要求相邻连片，在后三乡前三村创建乡级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应用示范基地面积200亩，其他乡(镇)也要打造高标准保护性

耕作新装备新技术集成实验示范基地。

(二)布局长期监测点。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农机综合服

务中心负责对保护性耕作实施效果进行长期监测。重点开展秸秆

腐烂程度、地温、土壤墒情、有机质含量、病虫草害变化、生产

成本、作物产量变化等内容的监测，促进机具装备升级和技术模

式优化。

二、技术模式及关键技术

保护性耕作是指以农作物秸秆覆盖还田及免(少)耕播种为

主要内容的现代耕作技术。即以恢复和提高地力为核心，采取直

接免耕播种或采取劳茬、耙茬、碎混、深松、条耕等不同方式处

理少耕播种作业的现代耕作技术。

免耕播种是指在前茬作物秸秆还田后，一直到完成播种，除

了免耕播种机对土壤少量动土外，没有其他方式动土(深松作业

和播种开沟作业外)的播种作业技术。

少耕播种是指在播种前或播种同时，对秸秆覆盖地块进行劳

茬、耙茬、碎混、深松、条耕等适度耕整地作业处理基础上的播

种技术。

根据我县气候特点和土壤条件等实际情况，主要采用秸秆覆

盖还田免耕播种和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两种技术模式。

各乡镇要在保障粮食稳产丰产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选择保护

性耕作模式并鼓励创新，与轮耕轮作制度结合，尽量减少机车进

地作业次数，尽量少动土乃至不动土，最大限度发挥秸秆覆盖对

土壤的保护作用。



(一)玉米茬保护性耕作模式

(1)秸秆覆盖还田原茬免耕播种模式。

玉米秸秆均匀覆盖还田原垄免耕播种模式，即上年玉米收获

时将秸秆粉碎后直接还田均匀覆盖地表越冬，春季采用免耕播种

机在原垄卡种(错茬)进行免耕播种作业。通过秸秆覆盖，减少地

表裸露面积，解决风蚀、水蚀及墒情不足问题。这种模式是高标

准保护性耕作模式，是我省主推技术模式。

(2)秸秆覆盖还田少耕播种模式。

上年玉米收获时将秸秆粉碎直接还田均匀覆盖地表，秋季或

春季播种前使用秸秆覆盖还田少耕整地机械，对垄体种床上面的

秸秆(根茬)进行灭茬旋耕剥离处理，春季在处理后条带上进行播

种作业。

(3)秸秆归行覆盖还田少耕播种模式。

秋季玉米收获时秸秆覆盖地表，播种前采用秸秆归行整地机

进行种床灭茬碎土处理，同时把播种带秸秆清理归行到休闲带，

春季在播种带实施少耕播种作业。

(二)大豆茬保护性耕作模式

基于大豆属于浅根系软茬作物，秸秆量少的特点，大豆茬保

护性耕作主要实施以下三种模式：

(1)大豆秸秆覆盖还田原茬免耕播种模式

在秋季大豆秸秆粉碎均匀抛洒覆盖地表，保持垄形越冬，春

季采取原茬或劳茬免耕播种作业。

(2)大豆秸秆耙(碎)混还田少耕播种模式

在秋季大豆秸秆粉碎均匀抛洒还田地块，采取耙茬、碎混后

起垄等作业，春季采取少耕播种作业。



(3)大豆秸秆深松整地还田少耕播种模式

在秋季大豆秸秆粉碎均匀抛洒还田地块，采用深松机或深松

联合整地机进行深松、耙地、起垄镇压作业，春季采用少耕播种

作业。

(三)关键技术

1.收获作业标准。秋季收获时要标准化作业，注意保持垄形

和秸秆粉碎质量，留茬高度5-10厘米，秸秆长度10厘米左右，秸

秆均匀抛撒于地表。

2.免耕播种作业标准。秸秆处理不理想时在秋季或春季可以

用秸秆粉碎还田机打碎秸秆，也可在土壤融化前，用铁轨劳子进

行撞茬作业，清理垄台茬管和秸秆，为免耕播种创造条件。使用

重体免耕播种机播种，要注意土壤含水率，避免造成播后黏土垡

条现象。

3.药剂灭草技术标准。采用有效的病虫杂草控制技术，玉米

秸秆覆盖免耕播种地块宜在苗后3-5叶期进行苗后化学灭草；大

豆茬免耕播种地块可以采取播后苗前封闭灭草与茎叶化学灭草相

结合方式。要采用先进的植保机械精准施药，有效地控制杂草生

长。

4.中耕深松作业标准。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地块要适时开展中

耕深松作业，一般情况下需要2-3遍中耕作业。第一次中耕是在

出苗前(苗前深松),主要是深松放寒、增加地温，中耕深度为

25-30厘米。第二次中耕在玉米株高15-20厘米，大豆真叶展出，

复叶出现时进行，起到浅覆土除草的效果。第三次中耕，在玉米

追肥，大豆开花前进行。

三、扶持政策和实施步骤



(一)扶持政策

1.作业环节补助。为提高农民实施保护性耕作的积极性，

2025年我县农村地区对前茬是玉米、大豆、杂粮、杂豆、麦类、

花生的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作业给予政策补助。秸

秆焚烧的地块，不发放作业补助。

2.玉米茬保护性耕作补助。坚持“高质多补”工作导向，实

施差异化分档补助政策。玉米茬第一档为秸秆少量覆盖还田，地

表播种前秸秆覆盖率在30%以内，春季免（少）耕播种，给予20

元/亩作业补助；第二档为秸秆部分覆盖还田，地表播种前秸秆

覆盖率在30%-60%之间，春季免（少）耕播种，给予35元/亩作业

补助；第三档为秸秆大量覆盖还田，地表播种前秸秆覆盖率在

60%及以上，春季免（少）耕播种，给予60元/亩作业补助。

3.大豆茬保护性耕作补助。大豆茬（杂粮、杂豆、麦类、

花生茬参照此补助标准执行）保护性耕作要按照技术模式实施，

播种时可以监测到地表有大豆秸秆，对作业合格地块给予30元/

亩作业补助。

4.安装智能监测作业设备要求。能够达到免耕播种作业质

量要求的免耕播种机和能够达到少耕作业质量要求的精量播种

机，可安装保护性耕作智能监测设备，进行作业数量和质量监

控。免耕播种作业经省农机调度指挥平台判定合格后，方可享

受免耕播种作业补助。

为保证作业质量，建议播种速度控制在6-10公里/小时，

当速度超过12公里/小时省农机调度指挥平台判定不合格。



4.补助对象。补助对象为实施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

作业的农机户、农机合作社等作业主体。

5.资金使用。保护性耕作补助不能和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

当年地块重叠。

(二)实施步骤

1.确定保护性耕作地块。各乡镇要结合秸秆综合利用相关

政策，积极落实免耕播种地块。根据农民意愿，乡(镇)政府

和村委会组织农民保留好实施免耕播种作业地块，并组织承担

秸秆覆盖免耕播种作业者与农户搞好对接，落实免耕播种的农

户、免耕播种地块、作业面积、作业机车(具)。

各乡镇对上述作业前准备情况要进行汇总，并及时将作业

机车(具)信息报县农机指挥调度平台。此项工作在春耕前抓紧进

行。

2.指导免耕播种作业。一是要做好监督指导。春播时，农

机综合服务中心要指定专人，每天登录农机调度指挥平台查看

免耕播种作业机车作业信息和质量分析，做好每天的核查、反馈

记录。发现机具作业图像不清晰等检测设备异常情况，要通知

机手和省平台管护协调解决。二是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要选择不

同区域，对保护性耕作实施效果进行长期监测，重点开展秸秆

腐烂程度、地温、有机质含量、耕地理化和生物性状、病虫草

害变化、生产成本、作物产量变化等情况的监测。三是车主(

机手)要正确使用监测仪。机手在开始作业时要登录农机调度

指挥平台，确认监测仪是否运转正常。作业期间，要每天登录

农机调度指挥平台，比对平台显示作业量与实际作业量，作业

时发现监测仪显示异常，要暂停作业，立即报修，对不及时报



修而导致的作业数据丢失等问题，由驾驶操作人员承担相关责

任。对擅自挪动、拆装监测仪部件以及没有机具作业影像的，

农机调度指挥平台不予确认作业面积。四是及时登记跨区机车

信息。对于实施跨区作业的免耕播种作业机车，车主(机手)要

在当地的农机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免耕播种作业检测仪的

设备号，在农机调度指挥平台进行作业地点变更，以便作业信息

的准确上传。未进行备案登记的机车则无法在农机调度指挥平台

显示并核实作业信息，不能享受补助政策。

3.作业面积核查。春季免耕播种作业指挥平台监控作业时

间，原则上截止到5月31日。作业结束后，县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对照在农机调度指挥平台上监测到的合格免耕作业面积，指

导作业机主，在乡、村配合下填写《免耕播种作业验收单》、确

定拟补助面积和对象，在县、乡、村同步公示7日。对有异议

的，需进一步组织人工核查，经与农机调度指挥平台沟通确认

后，将补助对象和面积上报农业农村局。7月30日前，各乡(

镇)以正式文件将《免耕播种作业补助情况汇总表》报农业农

村局备案，纸质文件与电子版同时报送。

4.兑现补助资金。县财政部门依据当地农业农村局核定的免

耕作业面积将补助资金发放给补助对象。

四、保障措施

在适宜区域全面推行保护性耕作，是保护黑土耕地的重要

措施。各乡镇要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加强组织，确保如期完

成保护性耕作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考评

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是一项长期任务，县政府

将保护性耕作列入年度农村工作重点，我县已成立保护性耕作

实施领导小组，各乡镇政府也要分别成立保护性耕作实施领导小

组，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合理安排工作进度，健全责任体系，

强化绩效管理和考核，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二)加强政策支持

我县已把保护性耕作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粮食安全、

耕地和环境保护等整体工作布局中，统筹推进适宜区域内保护

性耕作。切实发挥政策效应。

(三)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发挥服务主体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

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承担保护性耕作作业任务，带动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育壮大技术过硬

、运行规范的保护性耕作专业服务队伍。创新服务机制。鼓励

农机服务组织与农户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支持采用订单作业、

生产托管、跨区作业等方式，实现机具共享、互利共赢，带动

规模化经营、标准化作业，积极发展“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推动保护性耕作技术普及。

(四)加强数据监测分析

农机综合服务中心要做好保护性耕作监测工作，农技推广

技术人员依托保护性耕作应用示范基地监测点，对保护性耕作

地块开展各项数据监测、统计和对比分析，并出具监测报告。

根据省级农机推广部门统一的监测标准和方法，开展技术指导

和服务，对监测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和总结，形成全年监测情况



报告。对于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技术和机具等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拿出解决方案，为下一年度实施提供依据。

(五)加强宣传培训

充分发挥好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发展保护性耕作

的重要意义、技术路线、政策措施，凝聚社会共识，加快观念

转变。适时举办保护性耕作现场会、展示会，利用农闲时间开

展技术培训，总结成效经验，推介典型案例，增强基层和农民

群众的主动参与意识，掀起一场保护性耕作实施热潮。

附件：1、望奎县保护性耕作实施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2、2025年保护性耕作免耕播种计划表

3、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免（少）耕播种作业验收
单

4、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免（少）耕播种作业补助
情况明细表

5、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补助情况汇总表

望奎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5年7月11日印发



附件1:

望奎县保护性耕作实施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组长： 王宁 望奎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刘文学 望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谷云飞 望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路显利 望奎县农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成员： 耿义峰 先锋镇镇长

谷冬华 惠七镇镇长

王琪 厢白乡乡长

宋亚晶 莲花镇副书记

李振 海丰镇镇长

徐浩 通江镇镇长

赵磊 灯塔镇镇长

张遇 后三乡乡长

郭振海 东升乡乡长

佟欣 灵山乡乡长

刘思博 火箭镇镇长

冷艳影 卫星镇镇长

陈立猛 恭六乡乡长

翟思齐 望奎镇镇长

武洪臣 东郊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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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5年望奎县保护性耕作免耕播种计划表
单位：亩

序号 乡镇 合计

其中 县级示范

基地面积

(亩)

乡级示范

基地面积

(亩)

备注
玉米茬计划

面积(亩)

大豆茬计划

面积(亩)

2672000 2372000 30000

1 望奎镇 14000 13000 1000

2 卫星镇 9000 6800 2200

3 通江镇 33000 31500 1500

4 海丰镇 11000 8200 2800

5 先锋镇 28000 26500 1500

6 惠七镇 3700 2700 1000

7 莲花镇 13500 9500 4000

8 火箭镇 45000 42000 3000

9 东郊镇 9000 7500 1500

10 灯塔镇 12000 10000 2000

11 厢白乡 13000 10000 3000

12 东升乡 1500 1000 500

13 恭六乡 1500 1000 500

14 后三乡 34000 31500 2500 200

15 灵山乡 39000 36000 3000

备注：此表面积为计划数，玉米茬和大豆茬按照实际作业合格面积实施补助



附件3

望奎县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免（少）耕播种作业验收单

县、乡、村：

序
号合作社、大户

等服务主体 作业地点 作业时间

作业面积

农户（承租

户）签字

农户（承租户）

联系方式

作业机

手签字

作业机手联系

方式
玉米茬第一

档（亩）

玉米茬第二

档（亩）

玉米茬第

三档（亩）

大豆茬

（亩）

1

2

3

4

5

…

合
计

村委会（公章）：负责人（签字）：乡（镇）（公章）：乡（镇)负责人（签字）：

注：耕地是承租的，由承租户签字确认。

本表由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印制，使用时须由作业机手、农户、村委会、乡（镇）负责人四方签字。



附件4

望奎县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免

（少）耕播种作业补助情况明细表
县（市、区）：

序
号补助

对象 账号
作业地点

（细化到县乡村）

联系

方式

免（少）耕

播种作业面

积合计（亩）

其中

补助金额合计

（元）
玉米茬第一

档（亩）

玉米茬第二

档（亩）

玉米茬第三

档（亩）

大豆茬作业

面积（亩）

1

2

3

4

5

…

合
计

县农机化主管部门（盖章）：负责人（签字）：县财政部门（盖章）：负责人（签字）：

备注：1.玉米茬第一档补助20元/亩，第二档补助35元/亩，第三档补助60元/亩。大豆茬补助30元/亩。

2.此表一式三份，一份报市（地）复核，一份由县农机化主管部门存档，一份报县财政局备案。

填报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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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望奎县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补助情况汇总表

市（地）：

序
号

县（市、区）

玉米茬、大
豆茬作业面
积合计（万

亩）

玉米茬作
业面积（万

亩）

其中玉米茬

大豆茬作业
面积（万亩）

高标准应用平台
数量

补助金额合

计（万元）

其中

备注
第一档

（万亩）

第二档

（万亩）

第三档

（万亩）

县级
（个）

乡级
（个）

作业补助金

额（万元）

平台补助金

额（万元）

1

2

3

4

5

…
合
计

备注：玉米茬第一档补助20元/亩，第二档补助35元/亩，第三档补助60元/亩。大豆茬补助30元/亩。

填报单位（公章）：填报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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