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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忠县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实施方案的通知
忠农发〔2023〕16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现将《忠县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忠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 年 10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忠县农业农村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X

忠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发布

- 2 -

忠县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

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

发〔2021〕36 号）、《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农

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的通知》（农科教发〔2022〕2 号）、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委发〔2022〕8 号）

和《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重

庆市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农发〔2023〕44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忠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工作作出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以保障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前提，以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

为引领，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资源高效利用为抓手，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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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田土壤固碳

能力，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为全县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出积极

贡献。

（二）基本原则

系统谋划，科学推进。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全面准确把握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与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污染治理等重点工作

的关系，树立一盘棋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和各方统筹，强化有效

衔接，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学推进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根据区域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生产规模、经营方式、生态功能等差异，因地制

宜提出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解决方案，明确重点任务和减排途

径，推动形成各具特色、平衡协调的农业农村减排固碳路线图。

创新驱动，技术引领。把创新作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根本

支撑，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载体，加快构建支撑绿色生态种养、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生态系统碳汇提升等农业

农村减排固碳技术体系，协同推进温室气体减排、耕地质量提升、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循环农业建设，提升农业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提高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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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引导，协同增效。着力构建政策激励、市场引导和监管

约束的多向引导机制，注重激励性措施和约束性措施相结合，强

化优惠政策的引导作用，在资金、项目等方面对农业农村减排固

碳给予有力的激励约束。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全县农业农村减排固碳与粮食安全、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现代化统筹融合的格局基本形成，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

供更加有力，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农田土壤固

碳能力增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潜能得到有效挖掘，全县主要农

作物化肥利用率稳定在 43%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0%以

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0%以上，高效低耗农机装备得

到广泛推广，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60.5%以上。

到 2030 年，全县农业农村减排固碳与粮食安全、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现代化统筹推进的合力充分发挥，种植业温室气体、畜

牧业反刍动物肠道发酵、畜禽粪污处理温室气体排放和农业农村

生产生活用能排放强度稳中有降，农田土壤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成效。

二、重点内容

（一）农业绿色生产

强化农产品碳排放强度管理，围绕种植业节能减排、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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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降碳、渔业减排增汇、农机节能减排等重点任务，遵循“化

肥减量化、投入品高效化、废弃物资源化”的思路，在种植业方

面，着重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和绿色高效栽培技术；在畜牧业方

面，持续推动畜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

平；在渔业方面，重点发展渔业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增加渔业碳

汇；在农机方面，有序推广低碳节能农机装备，优化农机装备结构。

（二）农田扩容增汇

强化耕地数量与质量保护，以耕地有机质提升为重点，大力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一批具有排灌能力的旱涝保收农田；

推广用地养地结合的培肥固碳模式，加快退化耕地治理，提升土

壤肥力，增加土壤生物多样性，提升农田土壤碳汇。发挥果园茶

园等多年生作物的碳汇功能。

（三）农村生活节能降碳

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农村绿色用能模式，

加强农村地区清洁能源利用。推动农村取暖炊事、农业生产加工

等用能侧可再生能源替代，优化农村能源结构和用能方式，实现

农村生活用能低碳化。

三、主要行动

（一）种植业绿色发展

1.化肥减量。深入实施化肥减量增效行动，保持化肥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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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增长，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推广秸秆还田技术，

推广配方肥、增施有机肥，恢复发展冬闲田绿肥，利用钙镁磷肥、

石灰、硅钙等碱性调理剂改良酸化土壤。

2.稻田节能减排。在强化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基础上，因地

制宜推广节水灌溉和旱育秧技术，探索发展节水抗旱稻，降低甲

烷排放，推广优良品种和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提高化肥利用率。

（二）畜牧业低碳发展

3.绿色养殖。推动畜牧业绿色低碳发展，以畜禽规模养殖场

为重点，改进畜禽饲养管理，推广节水、节料、节能养殖工艺，

扩大低蛋白日粮、精准饲喂、全株青贮等技术应用，提高畜禽单

产水平和饲料报酬，降低反刍动物肠道甲烷排放强度。

4.粪污资源化利用。优化畜舍清粪工艺，改进畜禽粪污处理

设施设备，实行雨污分离、饮污分离。推广粪污密闭处理、气体

收集利用或处理等技术，提高粪污处理水平，降低畜禽粪污处理

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

（三）渔业增汇发展

5.低碳生态养殖。严格执行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区养殖管

理规划，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传统渔业向生态渔业、休闲渔

业、观光渔业、旅游渔业发展，推动忠县渔业转型升级，积极发

展健康绿色生态养殖，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和智慧渔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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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集中连片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创建低碳高效标准化池

塘养殖示范场，实现渔业生物固碳。

6.养殖尾水治理。推广尾水直排治理鱼菜共生综合种养技

术、池塘底排污生态化改造技术、多级人工湿地技术、池塘工程

化循环微流水养殖技术、生态沟渠净水技术、多级沉淀池技术、

多种资源化利用技术，优化品种搭配，提升水产养殖精准化、机

械化和智能化水平，突出提高池塘水体自净能力及排放水的资源

化利用。

（四）农机绿色节能

7.农机装备结构优化。强化农机农艺融合，积极推广优质、

高产、抗逆、适应机械作业的农作物新品种，促使良种、良法、

良地、良机配套，进一步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减少废气排放，淘

汰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农机装备，促进农业机械化转

型升级。

8.农机化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引导一批农业技能人才创办领

办农机化服务组织，指导培育一批以农机专业合作社为主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支持装备一批中大型农机具，提供高效便捷的

农业生产专项、全程作业服务，提升作业效率，降低能源消耗。

（五）农田碳汇提升

9.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以“七化”目标为要求，集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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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期分批推进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生产高效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坚持新建与改造并重、建设与管护并重，健全高标准

农田管护和改造更新机制，落实建后管护主体和管护经费，确保

高标准农田持续发挥作用。

10.退化耕地治理。以土壤酸化治理为重点，在酸化问题突

出的重点区域，利用钙镁磷肥、石灰、硅钙等碱性调理剂改良酸

化土壤，消除土壤障碍，提高土壤肥力，提升固碳潜力。健全农

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作物，坚持

治用结合，在轻中度污染耕地推广安全利用技术，改善土壤生态

环境。

（六）秸秆综合利用

11.秸秆综合利用结构优化。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动，推进

农作物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综合利用，

推广深翻还田、捡拾打捆、秸秆离田多元利用等技术；在牛、羊

发展重点区域，推广秸秆青贮和直接粉碎饲喂技术；扩大秸秆基

料栽培食用菌生产规模；鼓励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编织、创意工

艺品等加工业。进一步摸清秸秆资源底数，完善秸秆资源台账，

为推动秸秆综合利用提供决策参考。

12.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结合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农村

“三变”改革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政策，支持发展一批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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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收运、初加工和还田服务的秸秆收运处理主体，培养一批秸

秆经纪人队伍，着力解决秸秆收储运难题。

（七）可再生能源替代

13.农村能源结构优化。以清洁低碳转型为重点，因地制宜

合理发展农村沼气；推广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灯等使用；推广

畜禽粪污沼气能源化技术，引导形成“畜—沼—果”“畜—沼—

草”“畜—沼—菜”等环保型生态养殖模式。

14.农村沼气安全管理。以大中型沼气工程和现存农村户用

沼气为重点，加强农村沼气安全生产和利用管理，切实把农村沼

气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坚决遏制农村沼气重大安全生

产事故发生。

（八）农业低碳科技创新

15.高效种养与绿色生产。围绕节本增效、质量提升和绿色

生产技术等领域，深入开展农产品品质评定、安全保障、质量检

测等方面共性关键技术集成和示范，健全农技推广体系，推广“专

家+农技指导员+农户”的服务指导模式，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

提升农业绿色低碳技术供给适配性，降低单位农产品碳排放强

度，科学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有力支撑

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产业提质增效。

16.耕地质量提升。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围绕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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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山区耕地高效利用，开展土壤质量提升与健康保育、退化耕地

治理与营养调控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耕地质量，夯实

粮食生产根基。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指导。县农业农村委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农业

农村减排固碳工作，按照实施方案开展跟踪评价，加强各乡镇（街

道）督促指导。各乡镇（街道）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建立工作

机制，落实责任分工，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二）加强政策创设。强化政策的正向激励和负面约束作用，

推动全县现有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支持政策落实落地。探索创设有

利于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扶持政策，对以低碳农业为理念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符合相关政策的条件下，依法享受一定的

优惠政策和资金补助。有序开展典型技术模式应用试点，打造一

批农业农村低碳零碳先导区域。

（三）加强技术支撑。县农业农村委加强全县农业农村领域

减排固碳技术支撑工作，协同攻关水肥高效利用、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减排固碳

技术，推动低碳农业示范，构建“专家+农技指导员+农户”为一体

的技术服务体系，为全县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全程科技服务。

（四）加强监督考核。建立奖惩激励机制，将农业农村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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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碳工作纳入各乡镇（街道）相关工作考核。建立定期调度

督导机制，准确掌握各乡镇（街道）工作落实情况。各乡镇（街

道）要及时向县农业农村委报告有关工作进展和重大问题。

（五）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加

强对农业农村减排固碳良好做法和典型模式的宣传报道。定期举

办专题培训和观摩交流等活动，遴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和实

施主体，打造典型样板。强化全县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科普力度，

增强利用新技术减排、培肥地力和改良土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大力营造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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