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强化对主产

省和主产县的财政奖补力度，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

展，不能让生产粮食越多者越吃亏，保护好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

补偿机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基本公共

服务资源下沉，着力加强薄弱环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减轻产粮大县财政压力，

解决种粮农民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保护和调动

主产区重农抓粮积极性，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产

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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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聚焦产粮大县公共服务短板弱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持续加大对产粮大县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稳步提升产粮

大县公共服务能力，切实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营造鼓励地方

政府重农抓粮、多产多补的正向激励机制，筑牢粮食安全的民生基



底。

（二）基本原则

坚持系统谋划，分期分批推进实施。综合考虑各地粮食生产基

础和增产潜力，合理把握总体实施安排，实事求是确定建设目标，

避免大拆大建、不搞“形象工程”。

坚持供需联动，优化服务设施布局。以需定供、以供引需，根

据人口流动趋势和群众需求，重点加强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适

当考虑中心镇的建设需求，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利用效率。

坚持软硬联动，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引领，

统筹人员、经费、土地等要素资源投入，确保项目建成一个，用好

一个，持续发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作用。

坚持资金联动，提高资金使用效能。优化资金安排结构，“一

钱多用”“多钱一用”，加强财政、金融等各方面资金的配合衔接，

形成帮扶合力。

坚持政策联动，建立稳定长效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压实各方

责任，细化实化支持举措，推动形成稳定的长效支持机制，切实提

高种粮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主要目标

优先支持粮食调出量大的主产省（区），2024 年在内蒙古、吉

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 5 个粮食调出量大的主产省（区）开展

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和财力，分期分批

逐步支持其他粮食主产省（区）和非主产省（区）产粮大县，力争



到 2030 年基本覆盖全国产粮大县。

把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和其他粮食产量贡献大的县作为支持

重点，补齐产粮大县公共服务短板，调动增产积极性，着力查缺补

漏，以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引领，健全完善产粮大县以县城为核心、

辐射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水平明

显提升，做到“关键设施无缺项、供给质量有保障，高频服务就近

享、基本医教不出县”，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

展望 2030 年，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设施网络更加完善，力争基本公

共服务能力达到全省平均水平，鼓励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多产多补

的正向激励机制初步形成。

二、编制一揽子解决方案

（四）对照现状摸清底数。全面梳理县域公共服务设施和能力

的基础底账，针对“设施旧、场地少、功能缺、服务弱”的问题，

精准查找短板弱项。重点关注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缺项，以及建设

期早、已临近使用年限，设施陈旧、存在安全隐患，容量不足、长

期超负荷运转等三类设施，统筹建立基础台账。

（五）对照人口和产粮贡献精准谋划。将服务人口和实际需求

作为公共服务布局的重要因素，加强前瞻谋划和预研预判，坚决避

免资源闲置浪费。深入分析研判县域未来一段时间的人口出生和流

动趋势，在人口集聚的重点区域、群众急需的关键领域增加公共服

务布局；当前存在一定服务压力、未来需求明显下降的服务事项，

积极采取阶段性措施解决，不盲目做大增量；人口净流出区域，强



化已有设施的统筹利用和功能转化。在确定对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设

施差异化支持政策时，把粮食产量、粮食增产情况作为重要考虑因

素，不让生产粮食越多者越吃亏，形成多产粮多支持的正向激励机

制。

（六）对照标准明确差距。对照国家《“十四五”公共服务规

划》主要指标任务、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省市部署要求，明确

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主要差距。优先解决基础教育、医疗卫生、

“一老一小”等高频服务的短板弱项，紧扣能力提升，对标目标任

务，分析主要困难和关键环节，统筹软硬件需求，做到对症下药、

精准提升。坚持哪里缺补哪里，缺什么补什么，不搞简单平均主义。

（七）紧扣目标制定方案。产粮大县要紧紧锚定主要目标，确

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目标任务、建设需求、资金渠道和配套举措，

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要聚焦需求有紧迫性、县域有能力做、群众

有获得感的事项，区分轻重缓急，分年度有序推进。要完善目标考

核和过程监测体系，确保可检验、可考核，扎实推进任务落地见效。

各地方案制定和执行情况，作为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政策倾斜的

参考因素。

三、扎实做好重点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

（八）加强项目储备。重点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主要包括，基础

教育学校（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等），医疗卫生机构（县级医院、疾控中心等），养老托育服务机

构。各地要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做好投资项目储备工作，区



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储备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实施，形成“储备

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的滚动接续机制。要按照

有关资金项目管理要求，及时遴选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储备库，保

证前期工作的深度达到规定的要求。

（九）盘活存量资源。积极通过新旧联动、资源置换的方式，

拓展提升公共服务能力，释放老城区发展潜力，减轻地方政府财政

负担和债务压力。对于老城区用地紧张、不具备扩展建设条件的项

目，可另址新建，并在符合现行土地收益及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前

提下，将老城区的项目资产和土地进行处置，补充新项目建设资金。

对于因布局规划调整、服务群体流动等因素闲置的公共服务资产，

因地制宜改造用于基础教育、托育、养老等其他公共服务。支持有

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支持各地利用符合条件

的闲置办公用房、商业用房、厂房仓库、居民小区配套用房等场所

改造用于提供公共服务。

（十）确保建设质量。要聚焦现实需要、坚持够用就好，避免

大拆大建，严禁“形象工程”。各地谋划项目建设时，要坚持对标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聚焦于填平补齐公共服务领域短板弱项，

根据未来发展趋势，科学确定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确保与本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建设资金、运行经费等

能够落实到位。鼓励按照“平急两用”要求，在项目建设中统筹嵌

入和预留疫情防控、紧急救援等应急功能。严格落实安全评价制度

和“三同时”要求，确保安全生产。严格项目监管，确保建设质量。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项目，要在明显位置设置“国家支持产粮大

县民生项目”标识，接受群众监督。

（十一）汇聚资金合力。各地要积极利用多种资金渠道，加强

项目实施的资金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分期分批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具体支持范

围、支持额度、支持比例等按照相关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办法执行。

对于具有稳定收益来源且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审核发行要求的

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可以按规定申请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粮大县职业院校设备购置和更

新改造资金需求，可按规定通过申请中长期贷款解决。加强投贷联

动，促进金融资本、民间投资规范参与相关项目建设。

四、系统加强资源要素保障

（十二）规划土地保障。各地要加强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设施项

目建设与城乡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效衔接，统筹人口分布

和服务半径，合理确定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大对产粮大县公共服

务项目用地的支持力度，优先选择贴近群众、交通便利的建设地块。

设置必要的公共空间，科学设置容积率等规划指标。

（十三）财政投入保障。区分中央、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地

方要切实承担产粮大县公共服务相关主体责任，中央对产粮大县公

共服务能力提升进行补助。各地要统筹省市县相关财政资金，重点

加强产粮大县公共服务领域投入，落实运转经费和各类财政补贴，

确保项目建成后有稳定的资金保障。



（十四）人才资源保障。要紧紧围绕吸引和留住人才，积极探

索产粮大县公共服务人才的引入和激励机制。各地要积极加强人员

编制总量管理、合理使用和动态调整，以多种方式满足人才引进需

求。逐步建立起以岗位价值为主的薪酬结构，加强长期激励措施。

引导志愿者、本地乡贤能人、慈善机构等其他人才资源流入。

（十五）运行机制保障。建立完善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产粮

大县公共服务运行保障机制，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

一、制度并轨。各地要通过教共体、医联体等组织形式，增强产粮

大县县城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对全域农村地区的覆盖水平，让优质服

务资源沉下去，送到老百姓身边。相关服务运行机制、制度标准要

与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一体谋划、一体推进。

五、加强组织领导

（十六）强化组织领导。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教育部、民政部、

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推进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研究

推进重点任务、机制改革、建设项目等，着力解决堵点难点问题，

促进协调协商机制化常态化。各地要把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

升，作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加大倾斜支持力度，形成

中央部门和地方工作合力，确保本方案明确的任务和举措落实到

位。产粮大县要切实承担起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主体责任，通盘考

虑、科学谋划，敢于创新、主动作为，确保财力可承受、服务上水

平。

（十七）强化绩效考核。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紧盯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的发展目标，紧扣实际困难和关键环

节，紧贴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加强实施期的年度绩效考核和

最终结果考核。产粮大县要把项目建设和民生实事有机结合起来，

年初有目标，年终有总结，全过程动态监管。省级发展改革、教育、

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切实承担起监管责任，加强日常巡查监

督。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不定期的巡查，把巡查情

况作为支持产粮大县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参考依据。

（十八）做好宣传推广。各地要将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

工作主动融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各项重大决策部

署中，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促进形成安心种粮、产粮光荣的

良好社会氛围。省级发展改革、教育、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要主

动收集各产粮大县的创新经验做法，加大指导力度、提升工作效能。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通过现场会、典型案例宣传等方

式，推广地方的典型经验做法，推动各地互学互鉴，推进公共服务

体系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