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辽宁省大豆扩种工作方案的通知 

辽农办农发〔2022〕120 号 

  各市农业农村局、沈抚示范区产业发展局：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加快提高大豆和食用植物油

自给率，千方百计扩种大豆油料，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做好我省扩种

大豆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制定了《2022 年辽宁省大豆扩种工作方案》，现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做好贯彻落实。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2 日   

    2022 年辽宁省大豆扩种工作方案  

    辽宁是我国优质大豆重要产区，适宜高油大豆、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大豆生

产，具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 2022 年大豆油料

扩种工作的指导意见》（农农发〔2022〕2 号）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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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把扩种大豆油料作为“三农”重点工作，

以扩大种植面积、挖掘科技潜力、提升单产和品质、促进增产增效为目标，强化政策

扶持，优化区域布局，加大优良品种和配套技术推广，调动基层和农户生产者积极

性，推进我省大豆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和油料安全做出新贡献。  

    （二）工作目标。大力实施大豆油料扩种行动，筛选推广高产优质品种，集

成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推行玉米大豆合理轮作，示范推广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推进农机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确保 2022 年全省大豆播种面积 165.8

万亩以上，比 2021 年增加 10 万亩以上。  

    二、重点工作  

    （一）优化区域布局，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进一步调整优化大豆生产布局，

重点推行粮豆轮作，因地制宜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水田池埂大豆种植、复种

高产高效种植、果树大豆间作等种植模式，探索开展盐碱地种植大豆示范，充分发挥

不同地区、不同种植模式的发展潜力。中北部地区日照充足、降水适中，推广优质高



产大豆，种植模式以清种为主，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间作），推进大豆与玉

米兼容发展，有效拓展大豆种植面积。南部地区雨量充沛，重点推广高蛋白大豆生

产，种植模式以清种为主，发展池埂种豆、果树大豆间作。西部地区日照充足、降水

偏少，重点发展高油大豆，种植模式以清种为主，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间

作）。东部地区发展高蛋白大豆，推广玉米大豆轮作，加大玉米与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示范。   

    （二）挖掘释放科技潜力，促进大豆增产增效。针对不同种植模式，集成组

装高产优质高效技术模式，全面挖掘大豆增产潜力。一是推广粮豆轮作模式。筛选均

衡增产增效的优质专用大豆品种，完善品种与除草剂药害消减、病虫害绿色防控、精

准施肥、机械配套等技术组装，发挥大豆根瘤固氮养地作用，促进优质大豆生产。二

是示范玉米与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筛选耐荫、适宜间作的大豆品种，因地制宜选

择合适田间配置，重点解决杂草防除、机械收获等难题，保障玉米与大豆协同发展。

三是因地制宜发展多种模式种植。高效利用不同地区的土地、光照、水肥等资源条

件，在水稻产区推广水田池埂大豆高产栽培技术，在马铃薯、小麦产区推广大豆复种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在丘陵地区适当推广果树大豆间作栽培技术。  

    （三）强化政策保障，调动种豆积极性。以大豆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等政

策为引导，支持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参与大豆生产。一是完善玉米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继续实施玉米、大豆差异化补贴政策，适当提高大豆生产者补

贴标准，大豆亩补贴标准比玉米高 200 元以上；将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纳入生产者

补贴、稳定大豆预期种植收益。二是继续实施耕地轮作项目，完善耕地轮作试点补助

政策，积极推进玉米与大豆进行轮作。三是统筹农业社会化服务、绿色高质高效创

建、大豆科技自强示范县建设等项目，支持大豆扩种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推

广。四是推进提升大豆直接物化成本保险保额，同时将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玉

米、大豆纳入种植业保险保障范围，提升风险保障水平。  

    （四）培育新型主体，发展规模化经营。引导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因地制宜扩大大豆生产，开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推

进大豆规模化种植，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作用。积极支持各类专业化社会化

服务组织，聚焦大豆生产关键薄弱环节，面向大豆生产的小农户开展托管服务，提供

低成本、便利化服务，不断提升对小农户服务的覆盖率。推广大豆生产单环节托管、

多环节托管和全程托管等多种托管模式，促进大豆生产节本增效，增强大豆市场竞争



力。加强大豆生产托管的服务标准建设、服务价格指导、服务质量监测、服务合同监

管，促进大豆生产托管规范发展。  

    （五）开展高产竞赛，建设大豆生产示范区。积极参加国家大豆高产竞赛，

鼓励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科研院所、农业院校、基层农技

人员、乡贤人士等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建立一批百亩集中连片示范方，并开展小面积

高产攻关，集成推广一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挖掘一批大豆种植能手和高产典

型。在沈阳、阜新、铁岭等主产区推进大豆生产示范区建设，建成一批大豆千亩示范

区，开展优良品种以及粮豆轮作、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技术模式试验、示范、推

广，将专家产量转化为农户产量，把典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

增产。  

    三、工作进度  

    （一）春播前。抓紧落实大豆种植地块，确定适宜的种植模式和品种。3 月

底前，做好种子供应，及时掌握当地主推大豆品种的储备情况和缺口，因地制宜采取

有效措施，加强种子调供，确保生产所需种子供应充足。4 月中旬前，做好春耕备耕

和生产资料下摆，围绕大豆春播和播种机械使用开展技术培训，对种植大户实现培训

全覆盖。  

    （二）播种期。组织协调播种机到位，适时播种，保证播种质量。针对可能

出现的不利气象条件，落实应急措施。  

    （三）生长季节。确保中耕、植保机械到位，围绕中耕、除草、施肥、灌

溉、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全程跟进指导，确保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组织开

展现场观摩培训及宣传。  

    （四）收获季。作好收获机械组织调度，确保适时收获，做好测产及数据采

集，协助解决储运销售等问题。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省级成立由省农业农村厅厅长任组长

的工作领导小组，各市、县要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大豆扩种工作的具体组织实

施，落实落细各项措施。根据全省扩种大豆目标要求，各市、县（市、区）农业农村

局要明确任务、严格落实属地化管理责任，层层抓好落实。各地要制定具体可操作的

工作方案，3 月底前将大豆扩种任务落实到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将

试验示范落实到地块，确保不误农时。要严格落实相关补贴政策，强化资金保障。要

积极协调种子生产企业，保证大豆生产用种需求。  



    （二）强化指导服务，提高技术到位率。加强对大豆生产的技术指导，加大

大豆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成立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省农业生

产工程中心、丹东市农业科学院、铁岭市农业科学院等单位栽培、植保、土肥、农机

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负责指导关键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共性技术攻关和技术模式集成

组装等工作。各地要成立技术专家组，在关键农时季节，组织开展现场观摩、技术培

训，对基层技术人员、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全方位培训指导，确保关键技术入户

到田。  

    （三）强化政策宣传，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各地要加强扩种大豆的宣传力

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宣传扩

种大豆的重要意义、技术措施、惠农补贴政策及有关要求，引导农户及各类新型经营

主体积极参与大豆生产。各地要及时总结经验、做法，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典

型示范等方式，广泛宣传扩种大豆取得的成效，营造良好氛围，促进大豆产业健康发

展。  

    （四）强化绩效考核，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今年，国家将粮食播种面积和大

豆扩种面积目标一并下达我省，我省将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大豆播种面积及新

增面积纳入粮食生产责任制考核，省委、省政府与市委、市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各

地要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把扩种大豆工作作为今年重要的政治任务，全面落实大豆

扩种任务，建立到村到户台账，加强日常督促检查，加大目标任务的考核力度，确保

扩种大豆目标如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