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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末县 2022年中央提前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

红枣有机认证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自治区、自治州对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县乡村振兴局

对项目实施管理的要求，切实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监管，确

保项目资金发挥效益，结合实际，制定了该项目实施方案，具体内

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库编号：6528252022334

（二）项目名称：且末县且末县红枣有机认证项目

（三）项目主管单位：且末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实施单位：且末县红枣科技服务中心

（五）项目建设地点：且末县阿克提坎墩乡、塔提让镇、阔什

萨特玛乡、托格拉克勒克乡、琼库勒乡、巴格艾日克乡、英吾斯塘

乡、阿热勒镇

（六）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七）项目建设类别：产业增收工程

（八）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2021年红枣有机认证面积达到 7.8

万亩，2022 年计划认证 8 万亩左右，申请资金 150 万元，用于认证

费、专家聘用费、技术服务、培训等费用。

（九）项目建设目标：通过红枣有机认证项目实施，红枣品质

明显提升，达到提质增效的作用，每亩增加收入 800 元。

（十）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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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 150 万元

2、资金来源：且末县 2022 年中央提前下达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

（十一）联农益农机制

实施此项目能够充分反映生态健康枣园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

的先进水平，能够确保生产的有机红枣是无污染、安全的生态健康

食品，能够对且末县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枣）标准化生产基地”

建设和“国家有机农产品认证示范区”创建起到明显的示范推动作

用；通过综合应用枣树集约丰产栽培技术，进一步提高有机枣园总

体林分质量，大幅度提高红枣产量品质；以有机红枣示范园为平台，

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达到提升且末县红枣品质和整

体竞争优势，提高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的目

标。

（十二）项目建设期限及进度

项目建设期限：2022 年 1 月—2022 年 11 月

进度安排：2022 年 1 月—2022 年 9 月，完成有机枣园水、土壤、

果实抽样监测；2022 年 1 月—2022 年 11 月，完成有机红枣认证培

训 300 场次，受训脱贫户和三类户超过 200 户；聘请红枣专家为且

末红枣产业发展“问诊把脉”，提出采取“一定二疏三提四放五压

六移”等六大措施，彻底解决枣园存在的“四过一缺失”问题

二、项目编制指导思想、原则及依据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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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重要论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聚焦聚力自治区第十次、自治州第十一次、且末县第十二

次党代会目标任务，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特色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推进

林果业标准化生产、市场化经营、产加销一体化发展，全面提升林

果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益，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助力果

农增收致富。

（二）编制原则

1、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红枣有机认证设必须适应市场需求，

要按照市场需求，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地建设。

2、坚持低成本，高质量的原则。低成本、高质量是市场竞争

中必须坚持的两条要求。要积极推广应用节本增效技术，着力提

红枣产业的提质增效和综合效益。

3、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追求效益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要坚持走以农养

牧，以牧促农，农牧结合，协调发展的路子。要大力发展生态农

牧业和绿色产业，生产绿色产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的同步增长。

（三）编制的依据

1、《巴州林果业提质增效措施办法》（巴林草发〔2021〕20

号）；

2、红枣大球蚧无公害防治技术规程 DB65/T 2975-2009；

3、GB/T 19630-2011《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第 1号修改单；

4、且末县红枣优质丰产栽培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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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印发《且末县红枣提质增效简优化栽培改造关键技术

流程》的通知（且党办发〔2019〕21号）文件、《且末县密闭枣园

简优化关键技术改造流程图（第二版）2021.12》

6、《且末有机红枣栽培管理技术规程》

7、《且末县有机枣园建设实施方案》

8、 且末县有机枣园 3-4月份管理提示

9、 有机肥积造技术

10、《且末县 2021 年有机枣园申报标准》、

三、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必要性和经济效益分析

（一）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近年来，且末县委、县人民政府立足实际，把发展红枣产业作

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重中之重。从 2002年起，经过整整 10余年

的努力，且末县持之以恒的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充分利用县域

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优势，努力推进红枣产业的发展，成效显

著，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红枣产业现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支

柱产业。

截止 2021 年，全县红枣种植面积达到近 13.1万亩，持续推进“有

机绿洲”战略，建成有机红枣示范基地 75000亩，有机红枣产量 9100

吨，平均销售价格 12.5 元/公斤。有机红枣不含重金属、没有农残、

品质好，售价较普通枣高出近 10 元/公斤，充分体现了优质优价的

市场导向。

（二）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按照《且末县 2022 年有机枣园申报方案》继续扩大有机枣园认

证面积，建档立卡脱贫户枣园应进尽进。继续教育引导农民树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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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高品质高收益”的理念，严禁施用化肥、农药以及激素类药物，

科学使用生物农药和物理方法相结合有效防治病虫害，严格按照有

机红枣生产流程进行田间管理，建立红枣质量追溯体系，打造全国

有机红枣最优基地，创建全国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

四、项目区概况

且末县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西南端，塔里木盆地东南缘，

属南疆暖温带大陆荒漠气候带，总面积为 14.02 万平方公里。

由于地处沙漠腹地，且末县气候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 18.6 毫

米，年蒸发量 2506.9毫米，是降水量的 135倍。昼夜温差大，年平

均气温 10.1℃，极端最低气温为-26.4，极端最高气温 41.5℃。≥10℃

的积温 3852℃，多年平均无霜期为 165天。土层疏松肥沃、略偏碱

性，水土光热资源丰富，地下水位在 5 左右，酸碱度 7.5 左右，总盐

量 0.2%以下。农区大部分土壤类型为沙壤土，地势平坦， N、P、

K含量充足，有机质含量高，土壤肥沃。全年太阳总辐射量为 150

千卡/平方厘米。日照时数 2907.7 小时，日照率为 96%，光能利用率

为 0.69%。非常适宜红枣的生长。

五、项目绩效目标

（一）经济效益

坚定不移地推进枣业富民战略，重点在加大投入、强化管理、

技术服务上下功夫，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到实处，努力打造“中国

最优有机红枣生产基地”。2022年有机红枣面积达到 4 万亩，优质

枣果总产达到 4.5 万吨（鲜枣），农牧民人均红枣收入占 35%，预

计有机枣园每亩增收 800 元。加快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壮大，红枣产

业化水平有明显提高，龙头企业收购加工有机红枣量达到当年产量



- 6 -

的 30%以上，使贫困户红枣收入达到占全年人均纯收入 50%以上的

目标和任务。（详见项目受益户名单）

（二）社会效益

坚定不移地推进枣业富民战略，努力打造“中国最优有机红枣

生产基地”。

项目实施期间，举办培训 300场次，其中接受培训的脱贫户和

三类户 200 户，发放培训资料 10000 份；项目区基本达到脱贫户和

三类户户均一人接受培训，全县大部分红枣种植户都能基本掌握有

机和生态健康枣园栽培管理技术。

项目建设对且末县创建“全国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具有积极

的技术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对提高红枣果品品质、商品率、市场

竞争力和知名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提高枣农技术水平有显著的

引领作用。

六、项目的组织管理及风险防控管理

（一）组织领导

1、县委常委（部分）及人大、政协正县级领导各包联一个乡（镇）

的红枣产业发展，定期向县委主要领导汇报包联乡（镇）场红枣产

业管理情况；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不尽责、不作为包联人员问责

处理建议；包联县级领导每周至少抽出 1 天时间到包联乡（镇）场

实地开展工作。

2、乡级领导（包括副职）和驻村“访惠聚”工作队第一书记两

人共同包联一个村的红枣产业发展工作。包联乡级领导和驻村“访

惠聚”工作队队长每周至少抽 1 天时间在包联村专门开展红枣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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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相关工作。

3、“访惠聚”工作队第一书记合理安排工作队成员与村“两委”

班子成员包联村民小组的有机红枣管理工作；包联人员每周至少有 2

天时间专门从事有机红枣管理相关工作。

4、乡（镇）场干部、“访惠聚”工作队成员、包联结亲枣农的

枣园；包联枣园的干部每周至少有 1 天时间在包联枣园指导枣农开

展管理工作。

5、县红枣中心技术人员每人包联一个乡（镇）的有机红枣技术

推广服务工作；按红枣阶段性管理要求，以村为单位定期组织开展

技术培训；跟踪检查发现各乡（镇）有机红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反馈并监督整改。

6、乡（镇）场林业技术人员每人包联一个村的有机红枣技术推

广服务工作，协调村委会组织人员按期开展培训，落实管理技术措

施，监督整改存在的问题。

7、结合有机红枣管理阶段性要求，在整形修剪、疏密移栽、嫁

接改良、病虫害防治、抹芽摘心、花果期管理、采收分级、越冬防

护等关键阶段，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召开现场培训会，将阶段性有机

红枣管理技术要求推广到枣园田间地头。

8、强化专业技术人员责任，对包联技术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的

有机红枣管理技术水平进行单独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得聘任上一

级职称资格或在下一个聘期不予续聘，同时取消全年绩效工资。

（二）项目资金管理。

政策依据：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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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管理办法》（新财规〔2021〕1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县

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新乡振〔2021〕1号）。本项目资金根据实施方案和实施步骤，实

行项目管理，统筹安排，突出点，集中投入，专款专用，保证效益。

1、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不能挤占挪用或变相挪用。

2、项目完工后，要组织对项目资金进行专项审计。

3、建立项目资金管理责任追究制度。杜绝挤占、挪用、截留项

目资金，疏于管理造成资金流失等行为。

4、实行专户储存、专项管理、专款专用。根据财务制度，设置

独立的财务账簿和台帐，项目单位应向项目主管部门报送项目基本

情况、资金到位情况、项目执行情况以及项目进度等，实行动态跟

踪管理。

（三）项目公示制。项目实施前对项目基本情况、脱贫户受益

名单等一律在项目乡进行张榜公布，告知广大农民群众。项目实施

全程接受上级部门及群众的监督，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四）监督检查。项目实施前中后期，及时在项目实施地点进

行公示公告，接受“访惠聚”工作队、村两委班子成员、乡包联干

部、农牧民代表等的全程监督。

七、组织验收

项目竣工后，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新财规〔2021〕1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

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新乡振〔2021〕1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坚持项目竣工验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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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谁审批、谁验收”的原则。项目完工后进行自查自验，验收合

格后申请进行验收。及时整理项目材料，收集和完善项目档案，县

级验收专班成员主要由县乡村振兴局、财政局、审计局对该项目进

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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