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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 2023 年耕地深松
作业补助实施方案

为做好全旗耕地深松作业工作，按照巴彦淖尔市农牧局 财

政局《关于转发<内蒙古自治区 2023 年中央财政耕地深松作业补

助实施方案>的通知》（巴农牧局发〔2023〕270 号），根据《内

蒙古自治区 2023 年中央财政耕地深松作业补助实施方案》

(内农牧机发〔2023〕343 号)精神。进一步改善我旗耕地质量，

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推动耕地深松作业高效规范实施，

结合我旗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以农机农艺融合、机械化信息化融合为路径，以农机作业补

助为抓手，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农机手和农机服务组织的积极性，

高质高效推进耕地深松技术推广应用。

二、任务安排及补助标准

自治区农牧厅农机局下达我旗 2023 年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

助任务面积 10 万亩，补助标准为 25 元/亩，补助资金 250 万元。

三、作业要求

（一）实施区域

根据我旗农田土壤类型和耕作制度的实际情况，选择深松作

业区域以全旗范围内粮食主产区为重点、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

力强的苏木镇、农牧场为实施重点区域。

（二）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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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地土壤类型、耕作制度和机具配备情况，因地制宜选

择耕地深松作业模式，包括单一深松作业、深松联合作业（深松

+旋耕作业、深松+灭茬+旋耕作业、深松+其它多项复式作业等）

鼓励适宜地块开展深松联合作业。同一地块一年只享受一次深松

作业补助。

（三）作业机械

深松机械类型多样，按作业形式可分为间隔深松机和全方位

深松机，按作业功能可分为单一深松机和复式联合作业机械，如

果选用凿（铲）式深松机，相邻两凿（铲）间距不得大于 2 倍深

松深度。各地要根据当地土壤类型、作业模式等要求，引导农机

大户、农机合作社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科学选用深松机械。

（四）作业质量

耕地深松补助作业深度需达到 30 厘米以上，且作业后的地

块要达到田面平整，深浅一致。

四、补助对象及补助标准

（一）补助对象

补助作业区域内实际经营土地并自愿实施耕地深松作业的

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土地经营者”）。国家和地

方各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即国家公务人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事业单位职工、事业单位职工（含聘用制职工）不在补助对象范

围之列。坚持“谁实际经营土地、谁实际深松、谁实际享受补助”

的原则。

（二）补助标准

补助作业实行定额补助，中央财政补助标准为 25 元/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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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求作业机组除国家补贴以外，向农户收取单一深松作业费

每亩不得超过 20 元,“深松+”作业模式与农户协商收取费用。

（三）补助资金来源

补助资金由自治区财政从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中安

排下达。2022 年结余的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需在 2023 年完

成补助作业任务，相关要求按本方案执行。

五、工作程序

耕地深松作业补助工作应遵循“先作业后补助、先公示后兑

现”的程序进行。

（一）落实任务与制定方案

我旗农牧和科技局负责确定补助作业苏木镇，统筹管理本旗

范围内的耕地深松补助工作，与旗财政部门协调落实补助资金发

放，落实耕地深松补助任务，制定详细实施方案，并报市农牧局

备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推进整村整乡集中连片规模作

业，提高补助作业规模化水平与监管效果。

（二）远程监测终端设备选型安装、调试校准

用于耕地深松作业机组必须配备信息化远程监测终端设备，

远程监测设备应具有卫星定位、无线通信、作业深度监测、面积

测量、机具识别、图像采集、显示报警等功能，数据处理平台应

具备接收终端上传作业信息、存储、导出功能和作业质量、面积

等数据的分析、统计与汇总等功能，管理部门和用户可通过电脑、

手机直接查看平台数据。

提供远程监测的企业数据处理平台应与自治区农机化信息

管理服务系统对接，及时、准确上传作业数据结果。农牧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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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对参与作业的农机服务组织（农机户）、耕地深松作业机组和

监测设备进行登记备案（附 3），并与数据处理平台企业签订监

测数据维护、存储协议(包括数据处理平台企业与自治区农机化

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对接并及时准确上传作业数据等内容)。

开展耕地深松作业前，要对作业机组和远程监测设备进行调

试校准。调试校准应在相对平坦地块进行，将机组调整到规定作

业深度试作业，进行作业质量远程监测和人工检测；对照人工检

测数据，调试校准远程监测设备，使远程监测作业面积数据与人

工检测面积数据相吻合（在规定的误差范围之内）、远程监测深

松深度合格率或达标率数据与人工检测深松深度合格率数据基

本一致。

（三）远程监测作业质量控制指标设定与指标应用

以远程监测耕地深松作业深度合格率或达标率作为远程监

测作业质量控制指标，平原地区质量控制指标值设定为 90%，丘

陵地区质量控制指标值设定为 85%。在作业监测中，凡深松深度

合格率或达标率达到质量控制指标值的作业地块，判定为“远程

监测合格地块”；深度合格率或达标率未达到质量控制指标值的

作业地块，判定为不合格地块。不合格地块不能享受作业补助。

（四）公布作业机组信息

自愿承担耕地深松作业的农机服务组织或农机户向旗农牧

部门申请登记备案，并签订作业质量、责任义务等承诺书，旗农

牧部门将登记备案后的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及耕地深松

作业机组相关信息，通过有关媒体或乡村（场、队）公示栏等方

式，在应知范围进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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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耕地深松作业

土地经营者自主雇用已公布的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

为其提供耕地深松作业服务，双方应签订耕地深松作业合同（附

4），明确深松面积、作业质量、作业价格、收费方式（差价收费、

全价收费）等。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要按时完成作业任务；

作业过程中要保持远程监测设备工作正常，并根据监测信息适时

调整机组状态和作业深度，保证作业质量；作业机手与土地经营

者双方要在耕地深松作业完成后及时填写《耕地深松作业单》（附

5）；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应及时对《耕地深松作业单》进

行核对汇总并与作业合同一并上报旗农牧部门。

（六）作业质量与面积抽查复核

1.人工抽查。旗农牧部门要在耕地深松作业期间适时组织开

展人工抽查，对参与补助作业的机组，实行人工抽查全覆盖，对

作业质量不稳定及在无信号区作业的机组增加抽查频次。人工抽

查在“远程监测合格地块”进行，如人工抽查深度合格率达到

85%以上且深松地块无漏耕，则该地块为合格地块，否则为不合

格地块；若出现人工抽查不合格，则应对该机组所作业地块进行

扩大抽查，剔除所有不合格地块，并填写人工抽查记录表（附 6）。

耕地深松作业质量人工抽查方法（试行）（详见附 7）。

2.作业质量与面积复核。对照远程监测有关信息数据，复核

《耕地深松作业单》上报信息数据，若两者相符，则“远程监测

合格地块”减去人工抽查不合格地块面积和重耕作业面积，即为

最终认定的“合格地块面积”；若两者出现较大差异（如面积、

深度与平台数据明显不符等）或有争议，要组织力量对不符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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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议部分进行核查，核查后确认合格的地块面积纳入“合格地

块面积”。

复核确认后进行“合格地块面积”汇总，形成《耕地深松作

业验收单》（附 8）。

（七）公示备案

《耕地深松作业验收单》需在村务（场务）公开栏中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 7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旗农牧部门编制《内蒙古 2023 年耕地深松

作业补助资金明细表》（作业费全价结算）（附 9）、（作业费差价

结算）（附 10）和《内蒙古 2023 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情况汇总

表》（附 11），报旗财政部门备案核准，同时上报市农牧部门备

案。

（八）补助资金兑付

旗财政部门按照旗农牧部门提供的《内蒙古 2023 年耕地深

松作业补助资金明细表》，将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兑付给土地

经营者或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农机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直接

支付到农业直补“一卡通”账户。农场系统按照当地财政管理体

制要求，将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兑付给土地经营者或农机作业

服务组织、农机户。

六、工作进度要求

（一）加强组织保障

在深松作业前，农牧部门和财政部门完成我旗深松整地作业

实施方案制定、备案，以及作业机组检修调试、试点作业机组远

程监测终端设备选购安装与调试校准和人员培训等工作。积极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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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地方政府支持，加强农牧与财政部门以及乡镇政府、村委会等

协调配合，明确各方职责。各地要针对实施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新

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补助作业质量及补助面积核定等纠纷问

题，提早制定突发事件应对预案，及时处置和化解矛盾。采用因

素法（包括基础资源、政策任务、脱贫地区等因素）测算分配耕

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补助任务向粮食播种面积大、大豆播种任

务重的地区倾斜。同时向保护性耕作、优质高效增粮示范、黄河

流域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区域倾斜。在搞好

调查摸底基础上，认真做好耕地深松作业任务面积落实，研究确

定补助作业区域、补助面积。

（二）加强组织领导

在旗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分管旗长为组长，农牧和科技局、

财政局为副组长，实施项目苏木镇农牧渔场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

农机深松补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方职责，落实工作经费，

提高工作落实保障能力。强化工作措施，重大事项、重点难题等

由领导小组协调解决。由旗农牧和科技局牵头组织实施，对深松

整地作业项目全程跟踪监测，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协调配合，确保农机深松补助试点工作规范实施。乌拉

特前旗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 卞巧红 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 杨拥军 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李 晶 财政局局长

成 员: 秦来福 审计局局长

赵国文 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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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宇 财政局副局长

李 东 农机股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地点设在旗农牧和科技局。办

公室主任由赵国文兼任，负责全旗耕地深松补助工作的组织实

施、督导检查，协调财政部门、动员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投资配备

智能检测设备。

旗财政局要加强资金监管，做好资金结算兑付工作，并保证

农机深松整地工作的组织管理经费，主要用于作业效果检测、组

织宣传和检查验收等费用。

（三）强化工作指导

要充分发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最大限度

满足耕地深松作业机具补贴需求，支持农民购置大马力拖拉机、

深松机、联合整地机等作业机具，稳步提高耕地深松作业机具装

备水平。农牧部门要坚持农机农艺融合，开展技术指导，加强机

手培训，提高作业和服务质量，积极组织开展现场观摩、线上线

下培训等活动，推广先进适用深松装备，不断优化作业技术模式。

在确保农艺要求、作业质量效果的前提下，可以因地制宜选择在

春耕期间、秋收后开展深松作业。

（四）加强信息公开

通过印发实施方案、宣传资料等方式，广泛深入宣传深松技

术与作业补助政策，特别是技术模式与质量标准、补助对象、补

助标准、补助面积确认办法等内容，调动农民自觉开展深松作业

的积极性，充分保障农民和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知情权，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开放监测平台数据，为农机作业服务组织



9

及时掌握其作业质量进度提供方便。

（五）严格监督检查

要建立完善制度，加强作业机组与作业价格监管，强化作业

信息监控，在远程智能化跟踪监测基础上认真做好人工监督抽查

工作，严格补助资金发放管理，坚决阻止弄虚作假、虚报作业面

积、降低作业标准、套取补助资金等现象发生，确保补助资金落

到实处，做好廉政风险防范工作。

（六）加快资金兑付

要加强补助资金发放环节的监管，严防虚报补助作业面积、

降低作业标准、套取财政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发生。在耕地深松

补助任务完成后按照《内蒙古 2023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明

细表》，待验收合格后及时与财政部门沟通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兑付给农机服务组织。

（七）规范档案建设

耕地深松档案包括政策文件、实施方案、宣传材料、技术培

训与会议记录、作业机组备案登记表、监测设备企业服务协议、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名单、作业合同、人工抽检记录、作

业单、验收单、补助资金明细表、补助情况汇总表、进度统计表、

远程监测平台导出数据（含照片、录像、作业轨迹地图）等。加

强档案建设与管理，要安排专人负责，符合档案管理制度要求，

经得起查证，确保数据档案存储期至少 5年以上。

附：1.耕地深松重点工作行事历

2.深松远程监测作业机组备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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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耕地深松作业合同

4.耕地深松作业单

5.人工抽查记录表

6.耕地深松作业质量人工抽查方法（试行）

7.耕地深松作业验收单

8.内蒙古 2023 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明细表

（作业费全价结算）

9.内蒙古 2023 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明细表

（作业费差价结算）

10.内蒙古 2023 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情况汇总表

11.《耕地深松作业效果监测情况表》

12.内蒙古 2023 年度落实耕地深松作业补助延伸

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及打分表

13.内蒙古 2023 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工作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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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耕地深松重点工作行事历

序号 时间 重点工作

1 3 月底前
组织有关盟市做好耕地深松作业补助面积摸底调查工作，统

筹安排全年作业计划。

2 4 月底前

研究测算分配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组织有关盟市开展作

业机组检修调试、补助作业机组远程监测终端设备选购安

装、调试校准和人员培训等工作，提高作业和服务质量。

3 5 月底前
印发耕地深松作业补助实施方案，并上报盟市农牧和财政部

门备案，指导有关盟市做好春季耕地深松作业补助任务。

4 6 月底前
落实耕地深松作业补助任务进度报送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各

地作业补助进度。

5 9 月底前

督促指导有关盟市做好秋季耕地深松作业补助任务。落实耕

地深松作业补助任务进度报送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各地作业

任务进度。

6 10 月底前

督促指导有关盟市做好秋季耕地深松作业补助任务。落实耕

地深松作业补助任务进度报送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各地作业

任务进度。

7 11 月底前

督促指导有关盟市做好秋季耕地深松作业补助任务。落实耕

地深松作业补助任务进度报送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各地作业

任务进度。调度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兑付情况，督促各地

加快资金兑付。

8 12 月底前 总结年度工作成效。



- 12 -

附 2

深松远程监测作业机组备案登记表
旗（县、区、垦区） 乡（镇、农场） 村（农场生产队）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

机户名称
详细地址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

机户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拖拉机

型号 车牌号

车架 发动机号

电瓶电压 购置时间

深松机
型号名称 作业幅宽

类型 行数

拖拉机照片（现场采集） 机具照片（现场采集）

远程监测终端设备安装情况

安装单位名称

SIM 卡号

安装单位

负责人

姓名（签字） 安装调试情况

联系电话 安装时间 年 月日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负责

人签字 年月日

旗（县、区）农

牧部门、垦区管

理部门工作人

员签字

年月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旗（县、区）农牧部门或垦区管理部门、安装单位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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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耕地深松作业合同

甲方（土地经营者）：

乙方（提供作业服务者）：

经双方友好协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甲、乙双方达成共同条款如

下：

1.甲方将以下耕地，委托乙方进行耕地深松作业，作业价格（全价）

为元/亩。

甲方要在规定时间内将能够实施作业的地块提供给乙方，为乙方开展

作业创造方便条件。作业结束后，经双方验收认可后，甲方按方式（A.

全价收费方式；B.扣除作业补助的差价收费方式）向乙方支付作业费，补

助资金由方领取。1亩=666.7 平方米。

耕地所在旗

县（农场）

耕地所在乡

镇（分场）

耕地所在村

（场队）
耕地位置描述

耕地面

积（亩）
备注

︰

合计 —— —— ——

2.乙方按照农艺要求保证作业质量，作业深度达到厘米以上，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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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地块要达到田面平整，没有漏耕，深浅一致。

3.乙方作业机组已经安装远程监测设备，并在旗县农牧部门登记备

案，能够保证正常作业、适时监测及数据上传。

4.乙方作业机组为马力拖拉机配套幅宽为米（m）的具有功能的深松

机。

注：功能分为单一耕地深松作业（A）、深松整地联合作业(B)[深松+

旋耕作业(B1)、深松+灭茬+旋耕作业(B2)、深松+其它多项复式作业(B3)]。

5.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

6.因天气等不可抗力或其它意外事件使得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可以

解除本合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7.其它约定。

本合同一式叁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单方更改无效。甲、乙双方各一份，另一份由乙方与《农机作业单》

一并报旗县农牧部门。旗县农牧部门按照最终核定的合格面积兑付补助资

金。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可向村委会或乡镇人民政府申请调解，也可向

当地合同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提出仲裁或诉讼。

甲方负责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年 月 日

乙方负责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年 月 日



- 15 -

附 4

耕地深松作业单
县、乡、村（垦区、农场、农场生产队）名称：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负责人签字：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负责人联系电话：

注：本表由旗县（垦区）农牧部门印制，使用时须由作业机手、补助对象、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负责人三方签字。

本表中的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负责人是指在旗县农牧部门、垦区农机化管理部门备案的作业机组所有人；作业机手是指开展耕地深松作业

的作业机组操作者。

序号
土地经营者

姓名或名称
作业地点

作业

时间

作业面积

（亩）
作业模式

作业深度

（厘米）

土地经营者

签字

土地经营者

联系方式

作业机

手签字

作业机手

联系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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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人工抽查记录表
作业机组：土地经营者：作业时间：

地块面积（亩） 测点
作业深度（cm）

1 2 3 4 5

1

2

3

4

5

深度合格率 %

结 论

有无漏耕

抽查时间：抽查地点：测量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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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耕地深松作业质量人工抽查方法（试行）

一、抽查地块：抽查地块测区长度应不少于 30m，两端预

备区应不少于 10m，宽度应不少于作业机具工作幅宽的 4 倍，

且抽查地块应相对平坦，无障碍物。

二、测点选择：在测区内对角线上取五点作为取样单元。

在测区间内找到两条对角线（非四方形地块近似按四方形对

待），对角线的交点处作为第一个取样单元，以对角线交点到

测区四个角距离的中点作为另外四个取样单元。

三、作业深度测量：用长度测量器具或耕深尺（分辨率

为 1mm）在每个取样单元处取 5 个点测量作业深度，记录每个

点的测量值。

四、漏耕情况观测或测量：在每个取样单元处沿垂直于

耕作方向做一次耕层剖面，找到机组相邻两次作业的邻接行，

观察有无漏耕现象，如有明显漏耕，需通过测量确定漏耕情

况（耕地深松作业邻接行距大于 1.2 倍深松机行距为漏耕）；

五、作业深度合格率计算：查出作业深度合格点数（深

度≥30cm），合格测点数与总测点数相比值（%），即为深度合

格率。

六、作业地块面积测量：根据地块形状不同，用长度测

量器具（分辨率为 1cm）或其它测量工具，测量耕作过的地块

外缘所形成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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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7

耕地深松作业验收单
县、乡、村（垦区、农场、农场生产队）名称：

旗县农牧部门、垦区农机化管理部门（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本表公示无异议后，作为核算补助金额的依据。

序号
土地经营者

姓名或名称
作业地点

作业

时间

作业面

积（亩）

作业

模式

作业深度

（厘米）

土地经营者

联系方式

作业机手

姓名

作业机手

联系方式

农机作业服

务组织或农

机户

名称

农机作业服务

组织或农机户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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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

内蒙古 2023 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明细表（作业费全价结算）
盟市、旗县、乡镇、村（农垦集团、垦区、农场、农场生产队）名称：

备注：此表一式两份，旗县农牧部门、垦区农机化管理部门存档一份，报财政部门一份。 补助资金兑付对象是本表中所列的土地经营者。

旗县农牧部门、垦区农机化管理部门（盖章）：旗县财政部门（盖章）：

序号
土地经营者

姓名或名称

土地经营者

开户行

土地经营者

账号

土地经营者

联系方式

作业地点

（细化到县乡村）

作业面积

(亩)

补助标准

(元/亩)

补助金额

（元）

农机作业服务

组织或农机户

名称1

2

3

4

5

6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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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9

内蒙古 2023 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明细表（作业费差价结算）
盟市、旗县、乡镇、村（农垦集团、垦区、农场、农场生产队）名称：

备注：此表一式两份，旗县农牧部门、垦区农机化管理部门存档一份，报财政部门一份。

补助资金兑付对象是本表所列的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或农机户。

旗县农牧部门、垦区农机化管理部门（盖章）：旗县财政部门（盖章）：

序号
土地经营者

姓名或名称

土地经营者

联系方式

作业地点

（细化到

县乡村）

作业面积

(亩)

农机作业服务

组织或农机户

名称

农机作业服务组

织或农机户负责

人联系方式

农机作业服

务组织或农

机户开户行

农机作业服

务组织或农

机户账号

补助标准

(元/亩)

补助金额

（元）

1

2

3

4

5

6

7

8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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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0

内蒙古 2023 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情况汇总表
盟市（农垦集团）、旗县（垦区）：

序号
土地经营者

姓名或名称
作业地点（细化到县乡村）

土地经营者

联系方式

农机作业服务

组织或农机户

名称

农机作业服务组

织或农机户负责

人联系方式

作业面积

(亩)

补助标准

（元/亩）
补助金额（元）

1

2

3

4

5

6

7

8

9

…

合计

填报单位（公章）：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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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耕地深松作业补助效果监测情况表
盟市：

作 物
深松前亩均成本

（元）

深松后亩均成本

（元）

深松前亩均产量

（斤）

深松后亩均产量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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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2

内蒙古 2023 年度落实耕地深松作业补助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及打分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考评内容 考评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得分情况

旗县

自评分

盟市

自评分

自治区

考评分

项目管理

方案制定 6 1.制订耕地深松作业补助实施方案（3 分）；2.盟市与本级财政部门制订实施监管等规定（3分）。 ——

工作推进 6
1.对当地监测设备进行摸底清查工作（3 分）；2.按时报送耕地深松作业进度（1.5 分）；3.按时报送耕地深松

作业补助年度工作总结（1.5 分）。
——

资金管理 8 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足额下达，资金监管到位（8 分） ——

政策制度

政策落实 8
1.旗县农牧部门联合财政部门制定实施方案得 4分，没有制定不得分；2.建立旗县人民政府领导或财政、农机、

乡镇领导参与的领导小组（4 分）。
——

制度建设 15
1.旗县制订工作监管制度（5分）；2.制订作业平台监管、材料审查、人工抽检复核岗位工作职责或工作流程制

度（5 分）；3.档案资料完整齐全（5分）。
——

重点工作

作业模式 10 1.按照自治区确定作业模式开展耕地深松作业（6 分）；2.鼓励开展作业机械选型推荐，并公布推荐名单（4分）。 ——

作业任务 5 1.按时完成当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任务，未结转到下一年度的（5 分）。2.未完成的按比例扣分。 ——

工作流程 10
1.公开受理并公布作业服务组织名单（5 分）；2.耕地深松作业合同、远程监测作业机组备案登记表、作业单、

人工抽检记录表、作业验收单、补助资金明细表和补助情况汇总表中涉及各方签字、时间、盖章齐全（5 分）
——

监测设备 6
1.监测设备企业积极配合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并于年底前全部数据报送并准确无误的（3

分）；2.监测设备仪器数据建立准确，能为作业补助发放提供基础数据，且数据常年保存（3 分）。
——

资金管理 补助资金 8 1.与承担作业的服务组织签订作业质量、责任义务承诺书（3 分）；2.作业补助不超自治区规定金额（5分）。 ——

工作成效

结算兑付 10
1.当年完成全年补助作业任务（6 分）；2.当年完成作业补助资金足额兑付到位（4分）。3.当年未完成作业补

助资金的按比例扣分。
——

工作成效 8

1.开展培训班、演示会至少 1次及以上，培训机手至少 100 人次及以上，印发宣传资料 1000 份以上（2分）；

2.地方财政安排工作经费 1万元及以上（2 分）；3.在媒体开展一次及以上宣传活动（2分）；4.按时报送实施

进度月报表、工作总结等材料（2 分）。

——

加分项 5
1.以旗县人民政府名义印发实施方案的加 2分；2.工作成效突出，获得地方人民政府领导批示的加 2分；3.以盟

市或旗县为单位，做到只选择一家智能监测设备生产企业加 1分。
——

合计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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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3

内蒙古2023年耕地深松作业补助工作进度表
填报盟市：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填报项目 填报数据

1.试点旗县（垦区）数量（个） 1

其中：以政府文件印发实施方案的旗县数量（个） 1

2.监测平台获取耕地深松作业面积（万亩）

其中：深松整地联合作业面积（万亩）

3.已核查可兑付深松补助资金作业面积（万亩）

4.已兑付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万元）

5.耕地深松作业补助对象（土地经营者）数量（个）

6.登记备案耕地深松作业机组台数（台）

其中：配套动力为 120 马力（含）以上台数（台）

配套动力为 150 马力（含）以上台数（台）

配套动力为 180 马力（含）以上台数（台）

配套动力为 200 马力（含）以上台数（台）

7.参与试点作业农机服务组织（含农机户）数量（个）

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个）

8.实施整乡镇推进数量及作业规模（个/万亩） /

9.实施整村嘎查推进数量及作业规模（个/万亩） /

10.500 亩（含）以上集中连片作业地块数及作业规模（个/万亩） /

11.1000 亩（含）以上集中连片作业地块数及作业规模（个/万亩） /

12.举办培训班（期） 1

13.培训机手（人次） 30

14.印发宣传材料（份） 300

15.落实工作经费（万元） 0

注：填报数据均是当前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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