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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退耕还林的政策，保证退耕还林健康顺利进行，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完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4〕34

号）精神，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市县乡政府、退耕户和省级有关部

门意见的基础上，经省政府批准，现就完善我 省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的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坚持退耕还林的方针政策，国家无偿向退耕户提供粮食补助的标准不

变。从今年起，原 则上将向退耕户补助的粮食改为现金补助。省上按每公斤粮

食（原粮）1.40 元计算，包干 给各设区市组织向退耕户兑现。 

   二、商洛、安康、汉中市少数因人均基本农田数量少、退耕期间退耕户口

粮不足，需向其继 续提供粮食补助的地方，由市人民政府按原办法组织粮食供

应、兑现到户，粮食调运费用由 省市县按比例共同承担。 

   三、根据全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划断老粮库存的时间要求和《陕西省

退耕还林（草）试 点粮食供应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凡退耕还林粮食补助改

为现金补助的，从今年 7 月 31 日 起执行。对 2003 年退耕还林粮食兑现计划已

安排，而尚未兑现完的各轮次的尾留粮食补助， 亦从今年 7 月 31 日起改补助

粮食为补助现金。凡继续向退耕户提供粮食补助的，仍按原办法 组织粮食供应，

要与粮改老粮库存划断工作做好衔接，做到互不影响。 



   四、完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的基本要求是，补助政策不变，安排好群

众的生产生活，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防止毁林复耕，稳步推进退耕还林工作。按

照这个基本要求，各设区市政 府要依据上述完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的政策

取向和前后衔接的时限要求，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研究制定各自完善退耕还

林粮食补助办法的方案，于 7 月底前报省政府。特别是决 定向退耕户继续提供

粮食补助的地方，要就粮食补助年需总量、自供和调运数量、调运费补助、当地

粮食收购价格及其走势、购销渠道等在方案中实实在在的予以明确。省林业厅、

财政厅、粮食局对照前一段调查情况，审查各地的上报方案，对补助粮食形成的

钱差和调运费用，按照各方协同筹集，省市县共同承担的原则和贫困户纳入民政

救济的办法，分别修订、 完善具体的资金和粮食补助办法，另文下发。  

   五、退耕还林补助资金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

截留、挪用和克扣，不得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补助粮食要落实购销渠

道和责任，确保粮食质量， 不得供应陈化粮、霉变粮，不得转圈倒卖。 

  六、完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是国家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的一项重要决

策，旨在 稳定退耕还林政策，巩固造林成果，调整退耕进度，扩大荒山造林规

模，注重造林质量和效 益。各级政府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一定要从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的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完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

入细致地做好相关的各项工作。要立足解决退耕 户的长远生计，把“八年之内

怎么干、八年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统筹安排在退耕还林实施期内，下功夫解决

好。要按照陕南人均 1 亩、关中人均 1.5 亩、陕北人均 2.5 亩基本农田的 标准，

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努力改善退耕户的基本生产条件，提高粮食自给能力。要切

实加大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力度，严格控制城镇、村社和基本建设用地，清理整顿



各类开发区、工业和大学园区等，严查违规违法占地的不法行为，加大复耕规模，

实现占补平衡；切实加强粮用耕地保护，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提高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前提下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推进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带动

产业化经营。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努 力增加农民收入，

增强农民安排生产生活的自主能力。要把退耕还林与农村能源建设、生态 移民、

封山禁牧、舍饲养畜和健全各项配套保障措施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安排，整体推

进， 促使妥善解决退耕户长远生计的各项工作，真正落在实处，取得实效。  

   七、加强检查验收工作，认真落实和兑现补助政策。要修订和完善退耕还

林检查验收办法，把基本农田建设、耕地保护、粮食播种面积、舍饲养畜等解决

退耕户长远生计的配套工作纳 入退耕还林检查验收内容。从今年起由省林业厅、

水利厅、农业厅、国土资源厅等部门联合组织检查验收，综合通报，整体推进退

耕还林各项配套措施的落实。要加强粮食购销市场监 测，加大收购工作力度，

保证粮食市场供应。经检查验收的退耕还林面积、补助资金和粮食数额，都要严

格登记造册，张榜公布，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