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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

青农委〔2021〕279号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2021 年青浦区“三秋”工作意见》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现代农业园区：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做好今年“三秋”工作，对于确

保本区秋粮丰产丰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现将《青浦区 2021年

“三秋”工作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1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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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青浦区“三秋”工作意见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全力保障粮食生产能力，实现“手中有

粮，心中不慌”，秋粮的丰产丰收不仅是守住了“米袋子”，也是

牢牢稳住了粮食安全的压舱石。现就做好今年的“三秋”农业工作

提出如下意见。

一、今年“三秋”工作形势

（一）有利条件

1．政策力度加大，农户种粮积极性又有新的提高

农业是基本盘，稳住农业生产，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全局就没有后顾之忧。为缓解今年春播以来化肥、农药等农资价

格持续上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积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今年中央及区级财政安排补助资金 187万元，向全区粮食种植户

发放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在保证各类肥料、农药等农资储备充

足的基础上，做到农资供应到位，确保农业生产有序推进，使农

民真正受益。

2．秋粮又获丰收，粮食生产水平又有新的提高

严格落实党政一把手抓“米袋子”责任，保障粮食安全。区农

业农村委印发了《关于下达 2021年粮食生产任务的通知》（青

农委〔2021〕57号），将粮食生产任务分解到各街镇和现代农

业园区，要求应种尽种，杜绝抛荒、非粮化。今年全区水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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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 12.47万亩，超额完成市下达我区的 12.2万亩粮食生产

指标任务。目前水稻长势良好，经测产单产每亩 565公斤，比去

年略增，秋粮有望再迎丰收年。

3．各项准备充分，粮食抗灾能力又有新的提高

“三秋”准备工作抓得早，真正做到思想发动早、物资准备

早、措施落实早。具体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及早做好绿肥种

子供应与调剂工作，已完成 57.65万公斤绿肥种子发放。二是完

成各类农机具的维修、保养，油料、配件添置、农机手培训工作，

全区现有中型拖拉机 365台、收割机 152台、铧式犁 150台、开

沟机 87台、粮食烘干设备 94台（烘干能力 1881吨）已全部准

备就绪。三是及时研究制定生产技术意见，细化科技入户、入社

的服务措施。

（二）不利因素

今年“三秋”也面临着各种考验，一是“三秋”期间仍是台风等

灾害频发的时期，气候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二是对于零散、杂边

田块的秸秆禁烧工作监管难度较大。三是受台风“灿都”以及近期

连雨大风影响，导致水稻倒伏，增加了机收难度，同时，倒伏会

引发水稻穗发芽，对品质也有影响。

二、今年“三秋”工作主要任务

（一）及时抢收水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一是适时抢收水稻，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 12.47万亩，其

中，国庆稻、银香 38等早熟品种约 0.32万亩已完成收割，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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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粳等中熟品种约 7.85万亩已开始收割，杂交稻约 4.3万亩预计

11月中旬完成收割。要充分利用晴好天气，合理安排收割顺序，

最大发挥农机效率，确保颗粒归仓，对发生倒伏的田块，要尽快

完成收割，将产量损失降到最低。二是要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

产”的意识，狠抓农机作业质量，千方百计减少粮食生产环节的

损耗，全方位提升粮食收获质量。三是切实做好水稻种子的选留、

精选和储备工作，确保明年水稻用种的质量和数量。四是加强与

粮食收储部门的协调沟通，确保及时、收购，缓解规模经营农户

（单位）的售粮困难，确保丰收到手。五是强化稻米产销对接，

要充分利用“淀湖源味”公用品牌和“青浦薄稻米”地理标志，

加大对地产优质大米的宣传和推介，实现地产稻米优质优价，提

升我区稻米产业化率。

（二）强化科学指导，确保绿肥种植质量

一是结合绿肥作物生长特点，充分利用好早稻茬口优势，适

时播种好 9.3万亩绿肥。要求绿肥 11月 15前完成播种，播种量

标准按照紫云英每亩 6斤，青蚕豆每亩 15斤，景观油菜每亩 1.5

斤。二是加强技术指导与培训，落实适时播栽施肥、开沟排水等

相关技术措施，提高绿肥生物学产量，达到养地效果。三是强化

质量考核，在绿肥面积核查时，继续实施种植质量与补贴标准挂

钩的政策，按考核结果给予 60%、80%、100%的补贴资金，2022

年区级将对绿肥种植质量全覆盖核查。

（三）科学谋划布局，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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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在抓好粮食安全的基础上，

有效增加地产农产品供给。一是谋划布局全年粮食生产。各级农

业部门要深入挖掘潜力，在今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面积，

提高产能，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同时，加快

推进稻米产业化，提高地产优质大米市场占比。二是保障“冬淡”

期间蔬菜生产和供给。稳定常年菜田的秋冬季生产能力，同时，

针对早熟水稻品种收割时间早和适合绿叶菜生长的特点，增加青

菜等品种种植面积，确保秋冬季绿叶菜市场供应。三是稳定水产

品生产。充分发挥规划保留场的生产能力，提高水产品供给水平，

丰富市民“菜篮子”种类。

（四）加强安全监管，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一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充分利用网格化日常巡查、

生产信息直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等方式，加强对生产经营主

体的监管，开展“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行动，重点整治蔬菜、

禽蛋、水产品使用禁用、停用药物，农药兽药隐性添加等突出问

题，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资打假及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等方面

执法办案，严打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加强农机作业安全。“三秋”

期间是农机作业、运输的高峰期，各街镇、现代农业园区要开展

农机驾驶安全培训宣传，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和隐患排查治理，杜

绝农机带泥上路，坚决防范农机安全事故发生。三是加强秸秆禁

烧工作。第四届进博会即将召开，保障空气质量安全至关重要。

各街镇、现代农业园区是秸秆禁烧工作的责任主体，要细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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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烧工作预案，切实抓好工作目标落实，成立秸秆禁烧督查小组，

加强日常巡查，确保不发生焚烧现象。

（五）落实环保措施，确保生态持续改善

要继续深入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以及长江经济带审计相

关问题的整改落实，确保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不断改善。一是扎

实做好减肥减药工作。继续实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推进有机肥

替代化肥行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高施肥设施装备水平，

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二是抓好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和综合

利用工作。加强秸秆禁烧巡查与综合利用工作，提高秸秆还田质

量，扩大秸秆离田利用量，推进蔬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三是做

好生态循环农业示范推广。利用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镇、示范基地

建设，加大农业生态循环相关的新技术、新装备的推广、应用和

集成示范力度，促进产业融合、生产清洁、资源循环、产品绿色，

实现生产环境友好，生产资源可循环利用，循环模式可复制推广。

四是开展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创建。按照“分步推进，全域创建”

的原则，逐年推进，到 2022年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覆盖率达到

35%以上，促进我区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五是推进水产养殖

业污染防控。根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要求，对规划保留的鱼塘开

展养殖尾水治理，研究制定青浦区生态渔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常规渔药统供配送，明确散户退养政策，加大科技渔业投入

力度。

三、今年“三秋”工作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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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

各级领导要从政治的高度，加强对搞好当前秋季农业工作重

要性的认识，积极组织、指导和推进秋季农业工作，并结合实际，

统筹安排，明确目标任务，研究思路对策，及时解决好出现的新

问题。

（二）强化协调沟通，完善各项服务

由于“三秋”工作涉及环节多、时间跨度长，各级农业部门

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与沟通，及时解决问题，完善各项服务。

要加强与粮食收储部门的对接，保障粮食烘干、加工有序开展；

“三秋”期间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协调气象部门通过手机短信

方式，及时向农户发布天气信息；如遇降雨天气，加强与水务部

门的沟通，及时预降水位，做好排水排涝工作；如遇灾害性气候

使农作物受灾，要第一时间联系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做好受灾农

作物的定损理赔工作。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各级农业部门要围绕“三秋”工作重点，加强工作调研和工

作指导，搞好典型引导和信息服务。要落实好中央、市、区一系

列支农惠农政策，继续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增加政策透明度，为

“三秋”工作搞好政策保障。同时通过媒体做好“三秋”宣传工

作，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三秋”生产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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