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农办合发[ 2024)  357号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
辽宁省农民合作社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和
  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

    现将《2024年辽宁省农民合作社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和《2024

年辽宁省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落实。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年 7月 5日



2024年辽宁省农民合作社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为扎实做好辽宁省农民合作社培育项目实施工作，推动农民

合作社提质强基增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村

合作经济指导司关于做好2024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项目实施

指导意见》等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有关

要求，以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主线，以内强素质、外强

能力为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内部管理

和生产经营能力，着力培育一批制度健全有效、财务管理规范、

联农带农紧密、生产服务优质、社会声誉良好的农民合作社，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支持范围和内容

    （一）支持对象。奖补对象为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具体条件包括：

    一是制度健全有效。参照农业农村部制定的示范章程，修订

和完善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章程。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

事会等组织机构运行有效，制定并执行社务公开、议事决策等制

度。每年至少召开1次成员大会，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依法落实

一 人 一 票 制 ， 相 关 会 议 记 录 完 整 、 内 容 真 实 。

    二是财务管理规范。近3年农民合作社会计账簿齐全，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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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报表符合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要求。农民合作社向成员分

配盈余，按照成员与本社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的，返还总额不

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实行委托代理记账的，第三方应当提供

年度财务运行分析报告。

    三是联农带农紧密。农民合作社实有成员名册应当与成员账

户信息保持一致，成员数量高于县域内平均水半。农民合作社生

产环节用工以成员为主。成员出资、与农民合作社交易、盈余分

配等有据可查、记录清晰。

    四是生产服务优质。农民合作社利用视频监控、GPS/BDS轨

迹、传感器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记录生产经营活动信息，实现农

业生产或服务质量可追溯。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并执行落

实，依规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并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

    五是社会声誉良好。未发生过生产（质量）安全事故、生态

破坏、环境污染、损害成员利益等严重事件，未受到行业通报批

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无不良信用记录。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失信名单。从未涉及非法金融活动。

    （二）支持方式。对农民合作社培育项目实行项目库管理，

项目资金先建后补。项目由农民合作社自愿申报，乡镇上报、县

级审查、市级审定，竣工期限为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期间。竣工后，经市级验收合格，按照不高于项目实际投资总额

50%比例予以奖补。其中，每市可确定1-2个项目开展贷款贴息，

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贴息期限不超过3年。

原则上，每个农民合作社补助资金不超过20万元，防止人为“垒

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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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支持内容。一是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农产品加工、清

洗包装等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开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

标志农产品认证和品牌建设；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发展休闲农、Ik、

乡村旅游、民间工芳制造、lk、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

态。二是支持1 7个脱贫地区的农民合作社带动当地庭院经济发

展，建寸健今产销对接渠道。三是支持农民合作社与省级技术指

导专家团队合作，承担优质绿色高效技术集成推广应用服务。四

是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农产．it质帚安全快速柃测；支持从事蔬菜、

水果等生产的农民合作社建立检测室，购买速测设备、应用胶体

金速测检测技术进行自我检测，购买扫码枪、贴码机、打印机等

设备，推动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五是支持农民合作衬参与农业

废弃物、农村垃圾处珲和资源化利用等设施建设运营。鼓励引导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三、工作要求

    （一）制定实施方案。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根据绩效目标（见

附表），结合本地实际，编制项目具体实施方案，明确项目具体

名称、补助对象和标准、完成时限、验收标准和监管措施等内容，

于7月30日前将正式方案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二）加强项目监管。农民合作社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优势

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布局，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对建设项目和

投资总额的合理性、合法性、真实性负责；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

责项日初'审、督促l作迸度、协助解决唰题等；市级农、Jl，农村部

门负责项目审定、检查验收、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项目资金等；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项目监督、工作调度、检查抽查等，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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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按时完成。

    （三）规范资金使用。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资金分配和

使用，严禁以拨代支、挤占挪用、虚报冒领。不得受理以中介机

构名义直接代理申报的资金项目，不得将财政补助资金用于支付

中介费用，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农民

合作社能力提升无关的支出。

    （四）做好项目总结．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扎实做好农民合

作社培育项目实施，确保完成2024年度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

资金绩效目标。对不能如期完成绩效目标的，将在下年度项目安

排上予以调减。请各市于12月31日前将中央财政支持农民合作

社绩效目标完成等情况报送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

相关数据材料须同步填报上传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并 确 保 各 项 数 据 的 真 实 性 、 准 确 性 和 完 整 性 。



2024年辽宁省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家庭农场培育工作，加快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关于做好

2024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

《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等要求，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有关

要求，以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主线，以内强素质、外强

能力为重点，支持家庭农场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内部管理和

生产经营能力，着力培育一批经营规模适度、生产管理规范、生

产服务优质、社会声誉良好的家庭农场，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支持范围

    （一）支持对象。奖补对象为纳入全国家庭农场一码通服务

系统的家庭农场。具体条件包括：

    一是经营规模适度。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本县域内

户均承包面积10至15倍、务农收入相当于本县域内二三产业务

工收入，且有与之相匹配的技术装备、生产能力等。用于生产经

营的土地有真实准确土地承包合同、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

    二是生产管理规范。完成家庭农场一码通服务系统内年度信

息更新和家庭农场一码通赋码，在产品包装、主要生产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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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码运营。使用相应财务记账工具记账，经营效益较好。

    三是生产服务优质。家庭农场利用视频监控、GPS/B DS轨迹、

传感器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记录生产经营活动信息，实现农业生

产或服务质量可追溯。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并执行落实，

依规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并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

    四是社会声誉良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未发生过生产（质

量）安全事故、破坏生态、环境污染、损害成员利益等严重事件，

未受到行业通报批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无不良信用记录。未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名单，未涉及非法金融活动。

    （二）支持方式。对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实行项目库管理，项

目资金先建后补。项目由家庭农场自愿申报、乡镇上报、县级审

查、市级审定，竣工期限为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

竣工后，经市级验收合格，按照不高于项目实际投资总额50%比

例予以奖补，也可以实行定额补助。原则上，每个家庭农场奖补

资金不超过20万元，防止人为“垒大户”。

    （三）支持内容。一是支持符合规定的家庭农场采用先进技

术、购置物资装备，提高生产经营或服务能力；二是支持符合规

定的家庭农场在合法土地上新建仓储、烘干、晾晒设施、农机棚

库，或者翻建原有生产设施等固定资产建设，改进生产经营条件；

三是支持完成一码通赋码、符合规定的家庭农场使用相应财务记

账工具记账，开展生产经营、财务收支、销售库存等记账业务；

整理并建立电子化流转合同档案，探索网签流转合同，实现家庭

农场规范化运营。

    三、工作要求

    （一）制定实施方案。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根据绩效目标（见



附表），结合本地实际，编制项目具体实施方案，明确项目具体

名称、补助对象和标准、完成时限、验收标准和监管措施等内容，

于7月30日前将正式方案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二）加强项目监管。家庭农场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优势丰

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布局，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对建设项目和投

资总额的合理性、合法性、真实性负责；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

项目初审、督促工作进度、协助解决问题等；市级农业农村部门

负责项目审定、检查验收、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项目资金等；省

级农业农村郎『j负责项目监督、工作调反、检查抽查等，确保项

目建设按时完成。

    （三）规范资金使用。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资金分配和

使用，严禁以拨代支、挤占挪用、虚报冒领．，不得受理以r- l介机

构名义直接代理申报的资金项目，不得将财政补助资金用]i支付

中介费用，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弥补预算支出缺r等与农、比

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无关的支出。对2023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项目结余资金，参照本实施方案，统筹安排，务必于今年年底

前全部结束。

    （四）做好项目总结。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扎实做好家庭农场

培育项目实施，确保完成2024年度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区域绩效目标。对不能如期完成绩效目标的，将在下年度项目安

排上予以调减。请各市于12月31日前将中央财政支持家庭农场

绩效目标完成等情况报送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相

关数据材料须同步填报上传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珲平台，并确

保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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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4年辽宁省农民合作社培育项目和家庭农
场培育项目绩效目标表

序号   地区 支持的农民合作社数量（个）   支持的家庭农场数量（个）

    1     全省     200     230

    2   沈阳市     31     26

    3   鞍山市     7     16

    4   抚顺市     22     15

    5   本溪市     4     5

    6 丹东市     10     22

    7   锦州市     15     30

    8   营口市     5     14

    9   阜新市     20     18

    10    辽阳市     14     18

  1l   铁岭市     29     19

    12    朝阳市     30     36

    13    盘锦市     3     3

    14葫芦岛市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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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宁省 农业 农村厅办公室    2024年7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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