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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县委办公室文件
云县办通〔2020〕102号

中共云县委办公室 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云县 2020—2022 年甘蔗生产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乡、民族乡、镇党委和政府，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委

办局，县属各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省、市驻县单位：

现将《云县 2020—2022 年度甘蔗生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工作落实。

中共云县委办公室

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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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 2020-2022 年甘蔗生产工作方案

蔗糖产业是云县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支柱产业，抓好蔗糖产

业发展工作，对加快推进云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为抓好全县蔗糖产业发展，结合实际，制定 2020-2022年甘

蔗生产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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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贯

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按照

“高产、高效、集约、生态、安全”的要求，以政府为主导，以

企业和种蔗户为主体，以提质增效为核心，进一步激活生产要素，

优化发展布局，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加大科技投入，主攻单产，

提高糖分，抓实良种良法技术推广，提高甘蔗产业综合效益，努

力实现蔗糖产业恢复性增长。

二、目标任务

进一步完善蔗糖产业发展政策措施，完善“政府+企业+合作

社+种蔗户+银行”的发展模式，夯实蔗糖产业原料发展基础。到

“十四五”末，全县种蔗户达 0.8 万户，甘蔗收获面积达 20 万

亩，实现农业产值 5 亿元以上，实现甘蔗工业产量达 100 万吨，

生产白砂糖 13 万吨以上，实现工业产值 8 亿元以上。

（一）科学确定“十四五”甘蔗发展目标

“十四五”期间，全县抓实甘蔗发展，落实年度甘蔗新植任

务，有计划翻除宿根面积，确保全县 2025 年的甘蔗收获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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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亩，其中：爱华镇 3.5万亩、茂兰镇 4.2万亩、忙怀乡 0.36

万亩、晓街乡 2.4 万亩、幸福镇 9.54 万亩，全县甘蔗工业产量

达 100万吨。结合省、市下达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政

策指标，确定全县 2020-2022 年的甘蔗新植任务分别为 3 万亩、

4 万亩和 5.5 万亩。

（二）落实 2020-2022 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1．完成甘蔗新植面积。爱华镇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的新植任务分别为 0.5 万亩、0.8万亩和 1.2 万亩，茂兰镇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的新植任务分别为 0.7 万亩、0.9 万亩和

1.3 万亩，忙怀乡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的新植任务分别为

0.1 万亩、0.2万亩和 0.2万亩，晓街乡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的新植任务分别为 0.35 万亩、0.45 万亩和 0.6万亩，幸福镇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的新植任务分别为 1.35 万亩、1.65

万亩和 2.2 万亩。

2．加大宿根甘蔗盖膜力度。全县各种蔗乡（镇）2020、2021、

2022 三个年度的宿根蔗盖膜面积每年都达宿根甘蔗面积的 30%

以上。

3．加强甘蔗原料生产管理。通过落实种植面积，加强生产

管理，到 2023 年榨季，全县甘蔗收获面积达 16 万亩，甘蔗农业

总产量达 80 万吨，甘蔗农业总产值达 3.6 亿元，甘蔗工业入榨

量达 73 万吨，产白砂糖 95000吨。

三、工作措施

（一）明确工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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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人民政府。一是制定蔗糖产业发展工作目标，出台县

级政策和补助政策措施，督促落实工作，兑现补助。二是健全和

完善云县甘蔗产业发展信贷风险工作机制，推进蔗糖产业健康发

展。

2．县蔗糖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全县蔗糖

产业发展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督促甘蔗生产工作任务落

到实处。

3．种蔗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乡（镇）党委、

政府组织领导作用，做好甘蔗片区发展规划，以种蔗户为主体，

大力发展甘蔗种植。协调农村商业银行加大信贷帮扶力度，解决

蔗农购买化肥、农膜（药）和用工资金不足的问题。抓好土地流

转工作，推进甘蔗种植适度规模发展。统筹制定乡（镇）甘蔗生

产补助方案，按时完成甘蔗发展工作任务。

4．制糖企业。凤糖集团、云县甘化有限公司、幸福糖业有

限公司要加强服务区域甘蔗生产技术指导，完善种植合同管理，

抓实甘蔗生产全过程服务，组织砍运甘蔗进厂，协调种苗供应。

加强和农村商业银行沟通协调，积极为蔗农提供贷款担保服务，

执行云南省糖业协会制定的甘蔗收购价格，实行现金收购，榨季

开始平衡支付，榨季结束 1 个月内全部付清蔗款。

5．云县农村商业银行。主动开展甘蔗生产的信贷帮扶，服

务甘蔗产业发展。农村商业银行及其下属的分支机构要细化落实

工作，对符合贷款条件的种蔗户，结合实际需要情况，按新植面

积 2000 元/亩以内的标准发放甘蔗生产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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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蔗园布局

进一步优化甘蔗发展布局，将新植蔗园布局在海拔 1500 米

以下、坡度 25度以下的适宜区域。积极引导农户退出海拔 1500

米以上、坡度 25 度以上，单产低于 4 吨以下的低产蔗园。大力

倡导好田好地种植甘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扭转产业发展拼资

源、拼面积和拼投入的被动局面。要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公路沿线生态脆弱区、重点水源保护区，一律

不得安排新植蔗园发展。

（三）狠抓良种良法推广应用

制定《云县 2020—2022 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

实施方案》，兑现落实甘蔗种苗补助及机械化作业补助政策措施，

对糖料甘蔗种植主体（包括个人、甘蔗种植合作社、种植企业、

农场和其他实际种植者），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苗按当年新植

面积每亩补贴 350 元，机械化深翻开沟作业每亩补贴 170 元，机

械化中耕培土作业每亩补贴 25元，蔗叶机械粉碎作业每亩补贴

20 元。以云蔗 07/1433、云蔗 08/1609、新台糖 22 号、新台糖

25 号、柳城 03/1137、柳城 05/136 等品种为主推品种，加大高

产高糖甘蔗良种推广力度，优化种植品种结构，带动全县甘蔗产

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广“药、膜、肥一体化全膜覆盖”甘蔗轻

简高效种管技术，加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

蔗叶还田等综合配套技术的推广力度，提高甘蔗单产和糖分含

量。认真落实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积极推广甘蔗机械深耕整

地、开沟、中耕培土、无人机喷药等新机具新技术，有效提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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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甘蔗生产机械化作业水平。推进农机农艺结合，不断提高甘蔗

生产集约化水平。

（四）加强糖料核心基地建设

认真组织实施好糖料蔗核心基地建设，改善蔗园生产条件，

增强蔗园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升蔗糖原料保障供给能力。农

业农村、发改、财政、扶贫、交通、水务等部门要整合项目资金，

积极组织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加大蔗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

推进蔗糖产业健康发展。

（五）落实政策性帮扶措施

认真落实政策性甘蔗保险措施，降低甘蔗种蔗风险，增强种

植户的发展信心。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优先向甘蔗种植大户和

新型经营主体倾斜，推进甘蔗原料生产可持续发展。

（六）创新甘蔗生产工作机制

以县、榨区和乡（镇）分别组建甘蔗生产合作社，积极向上

争取扶持政策。加大互助组建设力度，参与甘蔗生产宣传发动，

不断提高甘蔗生产组织化专业化水平，增强产业发展保障能力。

鼓励社会资本、致富带头人和制糖企业职工，通过依法租赁、代

耕代种、托管、合作、入股、互换、转包、转让等多种方式，参

与甘蔗原料基地建设，突出甘蔗规模效益，推进甘蔗生产集约化

发展。县委、县政府 2019 年在幸福镇勐底村开展了甘蔗生产规

模化发展示范，划定勐底村甘蔗发展区域，对涉及 5 个村民小组

的勐底坝 2000 亩连片田地进行统一规划，培养引进大户种植，

推进甘蔗产业规模发展。乡（镇）、村、组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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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规划区内的流转田地进行统一定价、集中流转，落实土地

“三权”分置机制，推进甘蔗连片种植、规模发展。推进土地“三

权”分置机制，集中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县甘蔗产业发展必走之路，

各种蔗乡（镇）要大力推广“勐底经验”，在土地流转、适度规

模经营上取得新突破。

（七）提升蔗糖产业核心竞争力

牢固树立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推动甘蔗产业提质增效的理

念，鼓励制糖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加强与各类科研机构合作，

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生产力、开发新产品、培育新品牌、发展循环

经济，改变目前蔗糖产品单一、产品附加值低的状况，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形成一批适应市场需要、主业突出、重视创新、带动

作用明显的优势产品，使蔗糖业真正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核心产

业和示范产业，不断提升制糖企业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制糖企业

服务甘蔗原料发展的能力。

（八）强化财政支撑保障

2020-2022三年期间，县财政每个年度预算甘蔗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 500 万元，用于当年的甘蔗生产工作补助经费以及信贷风

险资金，保障甘蔗生产发展。

四、相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强化对全县蔗糖产业发展的组

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继续实行县处级领导挂钩乡（镇）、县级各

部门挂钩甘蔗种植村的甘蔗产业发展制度。各种蔗乡（镇）党委、

政府要成立甘蔗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扎实抓好甘蔗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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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甘蔗产业的工作格局。

（二）压实工作责任。各种蔗乡(镇)和制糖企业要根据工作

需要，及时组织召开甘蔗种植工作会议，统一联动，将发展任务

分解到相关责任人，落实到村组、农户和种植地块。要保障种苗

供应，落实各项服务工作，充分调动蔗农的积极性，抢抓节令高

质量完成甘蔗生产工作任务。

（三）狠抓督促检查。县纪委监察委要在不同时段深入种蔗

乡(镇)和制糖企业开展加强蔗糖产业的监察检查，通报责任不落

实、工作推进慢的乡（镇）、单位，约谈相关工作责任人，强势

推进甘蔗生产工作。各种蔗乡(镇)、制糖企业在当年 7 月起至次

年 6 月 30 日期间，每月 9、19、29 日向县蔗糖产业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上报甘蔗生产工作进度。县蔗糖产业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按月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附件：1．云县 2020-2022年甘蔗生产任务表

2．云县 2020-2022 年甘蔗生产补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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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县 2020-2022年甘蔗种植任务分解表

单位：万亩

年度

乡镇
小计 2020 2021 2022

爱华镇 2.50 0.50 0.8 1.2

茂兰镇 2.9 0.70 0.9 1.3

忙怀乡 0.5 0.1 0.2 0.2

晓街乡 1.4 0.35 0.45 0.6

幸福镇 5.2 1.35 1.65 2.2

合计 12.5 3 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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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县 2020-2022 年甘蔗生产工作补助办法

为抓好云县 2020-2022年甘蔗生产工作，确保完成甘蔗生产

任务，制定以下工作补助办法。

一、甘蔗生产工作补助措施

（一）设置甘蔗新植工作补助。2020-2022 年期间，县人民

政府按完成甘蔗新植面积 100 元/亩的标准补助种蔗乡（镇）工

作经费；按甘蔗入榨数量 0.5 元/吨的标准补助县蔗糖产业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经费。

甘蔗工作补助经费以年度作补助周期，3 个年度周期分别进

行补助。

（二）落实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政策。依据《云

县 2020—2022 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实施方案》兑

现年度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

二、甘蔗工作补助资金的预算和管理使用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三年的甘蔗生产工作补助经费由

县财政列入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三个年度财政预算。各种

蔗乡(镇)以乡（镇）为单位制定甘蔗生产补助办法，统筹推进甘

蔗工作。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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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021年、2022年三年的甘蔗新植任务分别纳入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乡（镇）年度综合考评。

四、补助时限

本办法的补助时限为当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县蔗

糖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甘蔗新植工作推进情况进

行分段验收，并上报县人民政府请拨补助经费，年度的补助经费

在每年 7 月底前完成上报，县人民政府给予及时安排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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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县委办公室 2020 年 12月 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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