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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动融入、积极参与到全省的农业科技创新中来，特别

是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农业领域的科研优势，鼓励跨

地区的资源整合与成果创新，争取推出一系列原创性农业

科技创新成果。

成果转化集聚工程是实施具有全面提升农业科技服务

综合集成能力和要素聚集的农业科技强县工程。以县域作

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集聚的最小单元，在县域内统筹农业

科技转化成果，集中利用和建设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

科技社会化服务平台、农业科技园区和农业科技示范展示

基地，把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聚在服务单元

内，发挥集聚效应。

创新农业科技服务资源配置机制，完善农业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和相关配套支持政策。通过“3+X”工程引导科

技、人才、信息、资金、管理等创新要素在农业科技创新

等相关主体之间充分流动；加大多方面资金支持力度，从

多资金渠道推进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企业

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接购买科技服务。

5、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支持保护制度是现代化国家农业政策的核心，也是我

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农业因其具有公共性、多功

能性，且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多重影响，所以农业支

持保护制度是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

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农业支持保护预警监测机制，进行

常态化预警监测，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开展“两增两

补”专项计划。“两增”是指增加农业农村财政支出和增

加农业创新专项资金支出，“两补”是指进行农资成本专

项补贴和涉农产品价格补贴。建议在全省率先开展“两增

两补”专项计划，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

域，要从农业投入保障、农业补贴补偿、支农资金使用管

理等方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政策的精准性、稳定性、实

效性。同时要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制度，

让种粮不吃亏。要努力做到“政策保本，经营增效”，只

有日益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不断健全种粮收益保

障机制，才能稳住种粮农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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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商铺、标准厂房等，发展物业经济。二是资源开发，

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等资产为载体，吸纳社会资本通

过合资、入股等形式发展新兴产业，从而获取股份分红收

益。三是产业发展，基于各村自身资源禀赋优势，通过发

展产业实现集体资产增值保值和成员增收致富。

4、探索联合“抱团”及“飞地”发展模式

探 索 多 村 “ 抱 团 ” 联 营 发 展 及 “ 飞 地 ” 模 式 。 一 是

打破单个村发展的模式以及村与村之间的地域限制，探索

多村联合经营模式。如，鼓励几个或多个行政村通过整合

政府项目扶持资金，选择条件较好的村，共同发展种植或

养殖产业，多村资金的整合使得资金投入量加大，有利于

扩大产业规模，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二是鼓励探索

“飞地”模式。对于基础条件差、资源相对匮乏、生态环

境脆弱及发展受限的村，以“飞地”模式入股其他村集体

产业或异地购置商铺等，通过“强弱互补”克服空间发展

的限制，共享他村的资源优势、实现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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