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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25 年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农业农村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的实施意见》和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议精神，我厅组织制定了

《2025 年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2025 年 2 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闽农土〔202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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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方案

为切实提高我省耕地有机质含量，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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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牢固树立耕地保护

“量质并重”和“用养结合”理念，以确保耕地有机质只增

不减为目标，以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为重点区域，

培肥改良土壤、提升耕地地力、培育健康土壤，不断健全用

养结合的耕地可持续利用机制，为新时期提升耕地质量、保

障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贡献福建方案、福建样板。

（二）主要目标。2025 年，全省推广有机肥 2000 万亩

次，推广绿肥种植 400 万亩，实施秸秆还田 600 万亩；科学

施肥技术进一步普及，全省化肥使用量比 2020 年减少 10%，

项目区耕地有机质含量、全省耕地质量等级、耕地综合产能

均比上年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技术路径与分类措施

（三）技术路径

根据我省耕地质量现状和主要土壤类型分布，结合当地

农业生产特点，围绕“精、增、还、绿、改”五字要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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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分类施策，开展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

1.精准科学施肥。夯实施肥情况调查、营养诊断、田间

试验等测土配方施肥基础，精准制定发布肥料配方信息，提

高配方肥施用比例，推行施肥定额制、台账制管理，减少不

合理养分投入。

2.增施有机肥。合理利用畜禽粪便等有机养分资源，开

展种养对接，因地制宜推广有机肥、生物有机肥、有机无机

复混肥，促进有机无机结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养分含

量。

3.实施秸秆还田。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资源，通过覆盖、

翻压、堆沤、生物反应堆等方式，开展还田利用，改善土壤

物理性状，提高耕地有机质。

4.推广绿肥种植。在光热和水资源适宜的区域，合理利

用冬闲田及轮作茬口间隙，大力发展绿肥种植，采取翻压还

田等方式，增加土壤有机物质投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消

减连作障碍，提升耕地质量。

5.改进耕作方式。优化种植制度，推行水旱轮作、作物

间套作等合理的耕作方式，结合耕地土壤酸化综合治理，实

行用地养地相结合，增加土壤有机质来源，持续培肥地力。

（四）分类分区措施

1.秸秆还田区。重点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实施。该区域的

突出问题是：夏收作物收获到秋收作物种植适宜窗口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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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腐熟程度差，影响秋收作物种植。主要措施是：综合考

虑气候、地形、耕作制度、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全面推

广秸秆加细粉碎还田，开展轮作茬口紧张的秸秆腐熟还田，

因地制宜推行烟-稻、菜-稻等轮作，开展玉米/大豆、玉米/

菜豆等间套作，提高耕地复种指数，提升耕地有机质。

2.绿肥种植区。重点在冬闲田的绿肥种植区实施。该区

域的突出问题是：冬种紫云英绿肥，需要开沟排水等田间管

理费时肥力，且没有直接经济收益，农户种植积极性不高。

主要措施是：充分利用光热资源，根据绿肥种源情况和农民

种植习惯，筛选适宜、多样绿肥品种，采取豆科绿肥、豆科

绿肥与禾本科、十字花科绿肥混播种植，探索无人机飞播种

植，争取政策给予播种和开沟排水作业补贴。

3.增施有机肥区。重点在大中型畜禽养殖场附近的粮食

生产功能区、特色农产品生产保护区、高标准农田区等实施。

该区域的突出问题是：粮田施用有机肥需求量大，施用难度

高，且种粮效益低，农民积极性不高。主要措施是：鼓励大

中型养殖场及周边村镇参照《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

3442）堆制有机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降低有机肥施用成

本；强化有机无机相结合，推广有机肥高效施用机械，提高

有机肥利用效率。积极探索对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

织、种植大户等开展施堆肥服务作业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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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任务

（五）推进科学施肥。继续扩大实施范围，示范推广化

肥投入定额制，优化化肥投入定额标准，分区域、分作物、

分农时，制定发放定额制施肥指导意见，引导农户科学施肥。

持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开展农户施肥调查、田间试验和科

学施肥宣传培训，集成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

促进耕地养分平衡，稳定土壤有机质含量。

（六）增施有机肥。推行有机肥投入推荐用量指导制度，

坚持分类指导，根据作物类别、地力状况、不同产量目标等

因素，按照土壤有机质低含量区（有机质含量低于 15g/kg）

提高施、中等含量区（介于 15g/kg-30g/kg）维持施、丰富

区（高于 30g/kg）控制施的原则，制定发布区域内主要作物

有机肥投入推荐用量指导标准，分区分作物明确商品有机肥

与粪肥推荐用量，指导种植户科学施用有机肥。深入推进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完善种养循环机制，按照《畜禽粪便还

田技术规范》等要求，开展粪肥还田。

（七）实施秸秆还田。在水稻种植区，推进水稻机收秸

秆粉碎还田、秸秆高留茬-绿肥碳氮互济联合还田。在其他粮

食作物种植区，结合机械收获，推广甘薯、马铃薯、玉米等

作物秸秆翻压还田。在设施农业区，探索以玉米等秸秆为主

要原料，开发蔬菜栽培基质。充分考虑整地、播种、田间管

理、病虫害防控、农民实施意愿等因素，分区域、分作物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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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推广翻埋、碎混、旋耕、堆沤腐熟等秸秆还田技术模式。

（八）推广绿肥种植。在水田上，充分挖掘冬闲田，种

植紫云英、油菜、苕子等绿肥，增施磷肥，促进绿肥生长，

豆科绿肥在盛花期翻压还田，非豆科绿肥的翻压时间应适当

提早。积极发展蚕豆、毛豆等经济绿肥，采摘鲜荚后其茎叶

残体作绿肥还田。在旱地上，利用旱地轮作茬口间隙，种植

蚕豌豆、肥田萝卜、黑麦草等速生绿肥，结合后茬作物播种

或移栽前，选择生物量较大时进行翻压还田。在新增耕地上，

选择生物量较大的绿肥品种，采用拌种或在播种前基施钙镁

磷肥，并根据绿肥生长情况，追施少量氮肥，加强病虫害防

控，有条件的可于翻压前施生石灰 50kg/亩，加快绿肥腐熟。

（九）改进耕作方式。大力推广水旱轮作，推行烟-稻等

轮作方式，鼓励旱地、设施大棚等种植一季水稻，通过土壤

环境的水旱更替，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提升耕

地肥力。积极推广间套作，充分利用水、土、光、热等资源，

指导农户开展葡萄与白菜、玉米与大豆、玉米与菜豆、水稻

与紫云英等作物间套作，提高耕地复种指数，疏松土壤，增

加土壤有机质来源。

四、保障措施

（十）强化组织领导。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积极支持耕

地有机质提升行动，实行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具

体化管理。省市县要把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纳入耕地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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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乡村振兴战略实绩等考核内容，建立科

学有效的调度、督导、考评机制，推动责任层层落实，任务

有效落地。

（十一）强化示范引领。优先在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

功能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树立一批用地养地典型案例，

打造耕地有机质提升示范样板。加强指导服务，在关键农时

季节，组织有关专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培训指导。

探索建立耕地有机质提升标准化体系。

（十二）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微信等

媒介，广泛宣传土壤有机质提升的重要意义和相关知识，增

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种地养地意识。在世界土壤日、农民丰

收节等时间节点，采取印制发放明白纸、宣传册、口袋书、

挂图贴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营造

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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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