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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切实做好三秋生产工作的通知 

临政办字〔2012〕132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临沂临港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 

    今年入夏以来，我市遭遇严重干旱，秋作物特别是玉米

因干旱播种推迟，且播后受芽涝、风灾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影

响，收获期将推迟 10 天左右，秋收、秋种将挤在一起，加之

国家小麦高产创建示范面积扩大，各项惠农政策多，大多集

中在三秋期间落实，三秋生产工作任务重、要求高、压力大。

为切实抓好三秋生产，努力实现秋季农业丰收，保质、保量

地完成秋种工作任务，夯实明年夏粮丰收基础，现就做好今

年三秋生产工作通知如下： 

一、适时做好秋收工作，千方百计夺取秋季农业丰收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秋季作物的分类指导，确保

秋季作物丰产丰收。一是加强后期田间管理。要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加强防灾、减灾和病虫害的防控，特别要做好水稻

后期病虫害的监测、预报，及时防治病虫害，并大力推广根

外喷肥技术，确保水稻后期正常成熟，避免造成不应有的损

失。二是抢时收获花生。对尚未收获的花生，要根据花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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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情况，抓住晴好天气，利用农业机械，积极引导农民抢时

收获，做到边收边晾晒，防止花生烂果和发芽。三是适期晚

收玉米。要大力宣传玉米适期晚收增产措施，通过宣传、会

议、集中看护等形式，确保玉米晚收增产措施落到实处。同

时，要合理安排收获时间，防止因过晚收割影响秋种进度。

四是要大力推广玉米联合收获和秸杆还田技术。要采取补贴

政策、召开现场会、开展技术培训、科学调配机械和发挥农

机专业队、合作社作用等措施，努力扩大玉米机收和秸杆还

田面积，以加快玉米收获进度，缓解收、种工作压力。 

二、抢时搞好秋种，夯实明年夏粮丰收基础 

一是坚持高标准整地，标准化播种。各地要及早搞好秋

种规划，凡是成方连片的农田，都要实行统一种植规格、统

一畦田化标准、统一品种布局、统一配方施肥，统一防治病

虫害，并做到精细整地，整平耙实，足墒播种。特别要重视

小麦区域化种植，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要强化统的功能，

做到整齐化一。同时，要大力推广深耕深松技术，努力扩大

深耕、深松面积。二是坚持适期晚播，科学掌握小麦播期、

播量。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我市小麦播种一般在 10 月 5

日后至 15 日前均为最佳播期。各地要加强生产指导，因地、

因墒、因种合理安排小麦播种时间和播量。凡是墒情好、有

水浇条件的地块要尽量做到适期晚播，适量用种，避免播期

过早、播量过大，造成冬前旺苗和群体过大。三是大力推广

播后镇压技术，努力提高小麦抗旱能力。我市多数年份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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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播后镇压，是提高抗旱能力的有效

途径。各级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推广，凡是可以装置镇压器的

小麦播种机械，都要安装，做到随种随压。特别对秸秆还田

地块，更要加大播后镇压的推广力度。凡是不具备机械作业

条件的地方，要引导农民采取脚踩、车压等传统方式，真正

把小麦镇压措施落到实处。四是大力开展小麦高产创建活动，

努力提高示范带动作用。凡是承担国家高产创建任务的县区，

都要本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原则，及早细化实施方

案，落实示范片面积，明确推广技术，整合项目，落实责任，

加强技术指导，把各项综合配套技术集中应用到高产创建示

范片中，以此带动秋种水平的全面提升。 

三、严格落实各项惠农政策，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

性 

落实好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是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

种粮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也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需要。各

级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实行领导分工负

责任制，做到精心组织、周密安排。首先，要切实抓好粮食

直补工作。各县区要认真做好小麦面积核定工作，严格执行

有关政策规定、操作程序、组织纪律，真正做到公开、公平、

公正，坚决纠正小麦面积核实中的错误做法。今后，凡是县

区虚报面积的，由县区承担补贴资金；对弄虚作假，以权谋

私的村干部、责任人，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真正让广大农民满意。其次，要抓好良种补贴政策落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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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小麦、花生良种补贴落实的关键时期。

农业部门要切实加强监督管理，重点做好种子质量检测，确

保种子质量不出问题。同时，严格供种政策、供种程序和供

种价格，严禁以各种名义变相收费、变相搭车，确保良种补

贴顺利实施。第三，要认真落实农机补贴政策。农机部门要

在政策范围内，积极推广适合当地生产的农业机械，加快我

市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同时，要严格政策、严格补贴标准、

严格工作程序，严禁弄虚作假，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兑现，调

动广大农民的购机积极性。第四，要落实好种粮大户补贴政

策。最近，山东省财政厅、农业厅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了《2012

年山东省种粮大户补贴试点工作方案》，对粮食种植面积 300

亩以上（含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其中，小麦或水

稻种植面积 150 亩及以上）的种粮大户进行补贴，以贴息和

奖补两种方式，每户支持资金不超过 100 万元。从 2013 年起，

在稳定粮食直补及农资综合补贴的基础上，取消现行对小麦

种植面积 100 亩以上种粮大户每亩再奖励 10 元的政策。各级

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搞好种粮大户的面积核实和资格审查，

按照工作程序，逐级上报。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三秋生产顺利进行 

各级政府要把三秋生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

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加强组织协调，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制，

并组织干部和有关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搞好检查督导，

及时发现、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各项工作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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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发挥整体合力。农业、农机

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生产情况的调度，加强生产

指导和科技培训，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真正把各项生

产措施、配套技术落实到位。农资部门要加强种子、化肥、

农药、农膜等各种农资调配，保障农资供应。工商、质监、

物价、农业等部门要加强对农资市场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

不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石油、供电等部门要做好油料、

电力等各项服务工作，确保三秋生产所需。气象部门要搞好

气象服务，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水利部门要做好水源的调配，

保证秋种用水。其他部门要立足各自职责，做好各项服务工

作，确保三秋生产顺利进行。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