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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十一条政策措施的通知

内政办发〔2022〕72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

业、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

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50 号）

精神，加快推进我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含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建、

改造提升和东北黑土地保护建设），巩固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十一条政策措施通知如下。

一、提高补助标准。统筹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央预算内和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两渠道投资。地方财政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支出由自治区本级财政承担，盟市、旗县（市、区）不再配套。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亩均财政补助标准水浇地不低于

1700 元、旱地不低于 1200 元，2023 年起按国家要求进行动态调

整，加大保障力度。（责任单位：自治区财政厅）

二、规范招标投标。原则上施工标标段面积不低于 5000 亩，

不允许联合体投标。推行全过程电子化招标投标和远程异地评标。



- 2 -

对施工合同进行公示，坚决查处“阴阳合同”“低中高结”等违

法违规行为。对采取租借、挂靠、转包、虚报业绩等形式弄虚作

假的，一经查实取消投标（中标）资格，3 年内禁止参与自治区

境内高标准农田招标投标活动。（责任单位：自治区农牧厅、发

展改革委、财政厅）

三、优化前期工作。逐步将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录

入项目储备库，当年的建设任务前一年的 9 月份就要完成录入，

2022 年以后未纳入储备库管理的项目不列入年度建设任务。推动

旗县（市、区）提前开展设计招标、初步设计、论证审批等前期

工作，确保在当年 3 月底前具备开工条件，避免“钱等项目”。

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林草地占用审批、砂石料取用许可、取水

许可审批等实行绿色通道管理。（责任单位：自治区农牧厅、自

然资源厅、水利厅、林草局）

四、加强资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严

格按照工程进度支付，进度款支付比例应不低于已完工程价款的

80%，其余应付工程款要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完成支付。财

政投资审减和招标投标结余资金全部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于

施工进度慢、任务未完成的，挤占挪用专项资金、逾期未支付工

程款的旗县（市、区），收回当年财政补助资金，调减下一年度

项目资金，并视情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责任单位：自治区财

政厅、农牧厅）

五、挖掘增地潜力。推行“三打破、五统一、一重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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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打破农户的承包界、打破杂乱的地块界、打破混乱的渠沟

路布局；按照新的规划，统一开挖渠沟、统一修整道路、统一植

树造林、统一平整土地、统一划分地块；完成整治后重新分配经

营，最大限度增加耕地数量。（责任单位：自治区农牧厅、自然

资源厅、财政厅）

六、保障建设质量。建立“双随机、一公开”项目抽查机制，

发现问题录入清单管理系统限期整改。开展参建企业信用评

价，建立黑白名单，强化失信惩戒。探索组建自治区、盟市两级农

业投资、开发、建设市场主体，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建强高

标准农田建设技术服务机构，做好技术支撑服务。自治区设立监

督热线，旗县（市、区）设立农牧民监督员公益岗位，强化媒体

监督，建立健全问题及时发现、快速响应机制。（责任单位：自

治区农牧厅、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党委编办）

七、规范验收入库。盟市竣工验收的项目比例应达到 100%，

自治区抽查比例不低于 10%。建设质量不达标的，由旗县（市、

区）自行出资在本建设期内完成整改或补建，不能按期完成的收

回财政补助资金。旗县（市、区）农牧部门要在项目立项、完工、

竣工验收三个阶段，及时通过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录

入信息并上图入库。（责任单位：自治区农牧厅、财政厅）

八、加强建后管护。健全多元化工程管护机制，旗县（市、

区）人民政府负总责，嘎查村集体组织为管护主体，农牧部门负

责监管。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的耕地，除国有之外全部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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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查村集体经营管理，所得收益用于后期管护；及时做好新增耕

地和新增粮食产能指标核定工作，纳入补充耕地指标库用于占补

平衡，所得收益优先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再投入、债券偿还。探

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专业化管护。开

展工程质量责任保险试点工作。（责任单位：自治区农牧厅、财

政厅、自然资源厅，内蒙古银保监局）

九、深化改革创新。鼓励先流转后立项、先平整后建设，推

动整村整组整片耕地集体流转。鼓励农牧民发展合作经营，推广

整建制耕作托管。鼓励先建后补建设模式。优先支持嘎查村为基

础、苏木乡镇为单元、整旗县（市、区）推进，全域建设高标准

农田，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奖励。（责任单位：自治区农牧厅、

财政厅）

十、压实工作责任。坚持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直

接负责；旗县（市、区）人民政府履行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农牧

部门承担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责任；苏木乡镇政府承担项目监管

直接责任。引导嘎查村民委员会积极组织群众参与、协调解决矛

盾、参加检查验收。（责任单位：自治区农牧厅）

十一、建立奖励机制。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工作评

价奖励机制，对前期工作、建设面积与质量、资金投入和支出、

竣工验收和上图入库、建后管护和制度建设等进行综合评价，纳

入奖励范围的地区次年分配项目资金时予以倾斜。同时，自治区

每年安排 1000 万元对当年项目建设成效好的旗县（市、区）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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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奖励，安排 1000 万元对建成项目管护成效好的嘎查村集体给

予奖励。（责任单位：自治区农牧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2022 年 9 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办公厅，自治区监委，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

各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2 年 9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