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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农业农村局，长春新区农委，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

区）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十四五”全国农

业绿色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决策部署，按照农业农

村部印发的《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我厅将组织开展 2023 年度
省级生态农场评价工作，并从中择优向农业农村部推荐参加国家级生态农场评

选。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生态农场是依据生态学原理，遵循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多样原则，

通过整体设计和合理建设，获得最大可持续产量，同时实现资源匹配、环境友
好、食品安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2023 年在全省全面开展生态农场评价工作，建设省级生态农场 100 家，推

荐国家级生态农场 10家以上，总结推广一批生态农业建设技术模式，宣传推介
一批绿色优质农产品，努力构建生态农业监测体系，积极探索生态农业扶持政

策，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使生态农场建设成为支撑农业绿色低碳发展

的重要平台和推动农业生产“三品一标”的有力抓手。 

  二、申报条件 

  申请省级生态农场，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合法诚信经营。主体须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

合作社、涉农企业等主体，登记注册 5年以上。生产经营边界清晰，有合法的

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证明文件齐全。无不良信用、严重违法记录，近 5年未
发生过污染事故或生态环境破坏事件。 



  （二）生态基础良好。农场主有较高的参与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农场

土壤质量符合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产业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清晰，

循环链条顺畅，主体农产品质量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近 3年来承担过

生态循环农业建设项目的优先考虑。 

  （三）产业初具规模。主体土地集中连片，面积不小于 30 亩。以农业生产
经营为主，即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收入占总收入 50%以上。拥有自主品

牌，初步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和追溯系统。 

  （四）地方重视支持。地方政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重视生态农业发展，
推广应用生态农业技术，积极构建生态农业监测体系，主动探索生态农业扶持

政策，大力推动生态农场建设。 

  三、申请程序 

  （一）组织推荐。由各市（州）、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推荐省

级生态农场，各地申报生态农场数量见附件 1。 

  （二）材料报送。申报主体填报附件 2和附件 3，并按照附件 3 的要求提

供相关辅证材料的电子版。由各市（州）农业农村部门填写推荐意见。2023 年

4月 21 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报送至邮箱：jlnhzglk@163.com，将盖章后的
《生态农场申报表》（附件 2）和《生态农场申报主体信息采集表》（附件 3）

纸质版 3份，由市（州）农业农村部门统一寄送至省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能源

管理总站。 

  （三）材料评审。省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能源管理总站组织专家依据《生

态农场评价技术规范》（NY/T 3667—2020）及各地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对推荐

主体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形成初评意见，确定初选农场。各市（州）农业农村

部门组成现场评审小组，对初选农场开展现场评审，由申请主体提供相关资料

并进行现场陈述，由评审小组经现场查勘、资料查阅与质询后出具现场评审报

告。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初评和现场评审形成综合评价意见，提出省级生态农

场建议名单和国家级生态农场推荐名单。省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能源管理总站

组成现场复核小组对国家级生态农场推荐名单中的申请主体进行现场复核，形

成现场复核报告，并报送至国家级生态农场评选委员会。 

  （四）结果发布。省农业农村厅对评审结果进行审核，向社会公示省级生

态农场名单。公示无异议的，授予申请主体相应称号，有效期 3 年。有效期末

组织复评复审，对达不到要求的主体予以撤销称号。 

  四、建设管理 

  通过技术指导、监测服务、政策扶持、品牌培育等多措并举，引导推动生

态农场因地制宜探索建设模式和发展路径。 



  （一）总结推广生态农业技术模式。指导生态农场因地制宜推广应用产地

保育、投入品减量、田园生态系统构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清洁加工及

绿色收储运等较成熟的生态农业技术。总结提炼最新生态农业技术模式，开展

测算与分析，研究其适用区域及应用条件。 

  （二）构建生态农业监测体系。督促生态农场建立台账，如实记录生产经
营全过程情况。加强跟踪评价，对生态农场化肥农药减量、秸秆综合利用、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地膜回收利用等情况进行定期查核，对农场水土环境、农

产品质量开展定期抽测，对主体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责任履行等

进行综合分析。 

  （三）探索生态农业扶持政策。以生态农场为对象，系统分析投入品减

量、绿色投入品使用、水土资源节约、土壤质量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废弃

物处置利用等的生态环境效益及其额外成本，建立生态农业措施补偿清单。基

于各地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探索提出先行先试补偿政策建议，推动形成操作性

强、引导作用明显的生态农业扶持政策。 

  （四）宣传推介一批绿色优质农产品。以多种形式普及生态农场的农业成

果，推介一批生态农产品，促进消费者选择绿色低碳产品，引导民众了解农业

多功能性，营造社会绿色消费氛围，激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生态农业实践。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

分工，组织好申报工作。 

  （二）严把材料质量。按照生态农场建设要求，对申报主体的注册登记时

间、农场类型等基本信息严格审核，对生态用地、生态环境等各类关键指标准

确把握，务必提交相关证明或检测报告等辅证材料，确保申报材料的完整性、

真实性和准确性。 

  （三）按时报送材料。各推荐单位要迅速组织开展申报工作，严格按照申

报控制数确定推荐名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送。对于数据不实、材料不全或

滞后报送的将不纳入本次评价范围。 

  六、联系方式 

  （一）省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能源管理总站 

  联 系 人：姚颜莹 

  联系电话：0431-85958741 15590575581 

  电子邮箱：jlnhzglk@163.com 

  地 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6152 号 



  （二）省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 

  联 系 人：张海军 

  联系电话：0431-88906506 

  附件：1.省级生态农场推荐数量分配表 

        2.生态农场申报表 

        3.生态农场申报主体信息采集表 

        4.《生态农场评价技术规范》（NY/T 3667-2020）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