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指南

根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深入实施“优质

粮食工程”的意见》（财建〔2019〕287号），现就加强粮食产后

服务体系建设制定本实施指南。

一、目标任务

整合粮食流通领域的现有资源，建设一批专业化的经营性粮

食产后服务中心，形成布局合理、需求匹配、设施先进、功能完

善、满足粮食产后处理需要的新型社会化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力

争实现全国产粮大县全覆盖。

（一）促进提质进档。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清理、干燥、分类

等服务，引导分等定级、分仓储存、分类加工，有效提高质量，

为实现优质优价、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创造条件。

（二）推动节粮减损。通过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和农户科学储

粮设施建设，使收获后的粮食得到及时处理、妥善保管，减少粮

食产后损失。

（三）提高服务水平。通过整合产后服务资源，形成完整的

服务链，提升为种粮农民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服务效率和劳

动生产率，促进农村第三产业发展。

（四）增强议价能力。鼓励粮食产后服务中心通过向农民宣

传国家粮食收储和优质优价政策、传递市场信息、疏通交易渠道



等，为农民适时适市适价卖粮创造条件，帮助农民好粮卖好价，

带动持续增收致富。

二、规划布局

（一）科学规划数量和布点。各地应综合考虑区域粮食产量、

生产集中度、服务辐射半径、交通运输条件，兼顾现有配套设施、

产业集聚发展等情况，统筹规划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数量和布点、

总体建设规模、功能设计等，按需配置设施设备。

（二）合理确定产后服务能力。原则上每个粮食产后服务中

心年服务能力，东北地区在5万吨以上，黄淮海、华北主产区不

低于3万吨，南方稻谷主产区及其他地区不低于1万吨。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确定。

（三）从实际需要出发精准施策。优先支持产粮大县建设粮

食产后服务中心，重点向粮食产量多和商品率高、产后服务能

力缺口大、粮食收储市场化程度高的产粮大县倾斜。对现有设

施设备等已满足实际需求的产粮大县，原则上不再安排新的粮食

产后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既有的服务点可纳入粮食产后服务体系

范围。非产粮大县粮食生产较为集中的，可适当予以支持。鼓

励各地结合国家扶贫开发工作，开展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鼓

励有条件的非产粮大县使用地方财政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等，建

设粮食产后服务体系。

（四）有序组织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实行滚动方式分批建

设，可先行试点再整体推进，也可按照整县推进的原则集中连

片组织实施。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要创造条件加快建设，在12



个月内完成建设任务。

三、建设主体

（一）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建设。从有利于整合资源、放

大效应和鼓励竞争出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收储企业、加工企业、基层供销社等各类主体公平参与建设，

在制定方案、安排项目、分配资金、出台政策等方面平等对待。

（二）结合实际择优选定建设主体。尊重建设主体意愿，从

满足条件的申报建设主体中，择优选定经营能力强、服务优、积

极性高的建设主体。注重整合盘活存量资源，充分利用社会闲置

的仓房、厂房、场地等，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三）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合作建设。在满足相关要求和自愿

的前提下，各类主体可开展双方或多方合作建设，各方对合作方

式、投资分担、管理机制、风险承担、利益分配等方面予以明确，

扬长补短、合作共赢。具备条件的可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等模式。

四、功能定位

（一）因地制宜确定产后服务功能方式。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既可配置清理、干燥、收储、加工、销售五方面服务功能，也可

选配其中部分功能，不搞“一刀切”。根据当地种粮农民需要，

既可开展“五代”服务，也可提供“一卖到位”等便捷服务；有

条件还可提供技术指导、生产资料、市场信息等延伸服务。

（二）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建设范围。根据功能定位，重点围

绕补齐烘干等短板，开展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建设。建设范围主要



包括：

1.产后干燥清理设施设备。改造提升老式粮食烘干设施设

备，并酌情增加水分和温度在线检测、自动控制等功能；建设符

合环保要求的粮食烘干设施设备（如燃气和生物质燃料干燥、电

热及热泵通风干燥、旋转式干燥等），以及就仓干燥系统；配置

移动式烘干机，以及粮食清理、色选、脱粒等设施。

2.必要的物流仓储设施。建设粮食干燥、清理等所需的罩棚、

晒场、地坪等配套设施。维修改造必要的仓储设施，为分等分仓

储存创造条件，原则上不得新建仓容。配置接收、发放、输送、

装卸、通风设备及必要的运输车辆等。

3.粮食质量常规检测仪器设备，以及与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

台连接的网上交易终端等设备。另外，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农户

科学储粮，为农户配置实用、经济、安全、可靠的科学储粮装具。

五、相关要求

（一）强化制度保障。各地要加强对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

指导，结合实际制定项目申请、建设、验收、运营和绩效评价等

相关管理文件和技术、服务指南等。实行项目管理公开制，主体

选择、资金补助、项目验收及服务范围、服务项目、服务程序、

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等情况及时对外公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二）规范项目建设。各地要围绕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三

年实施方案和年度建设任务，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确保如期完

成。项目建设原则上以县（市）为单位组织实施，在县（市）政

府统一领导下，财政、粮食和储备部门开展需求摸底调查、编制



项目建设方案，具体承担建设管理、项目验收、设施信息管理、

绩效评价、总结报告等工作。要开展项目实施前现场核查，对建

设主体基本情况、建设意愿、经营情况、用地合法性及承载能力、

建设内容的真实性等进行核查，确有问题的应及时整改，问题严

重的要取消建设主体资格。项目建成后地方财政、粮食和储备部

门要按有关规定及时组织验收，并做好项目档案管理工作。

（三）严守环保要求。坚持绿色环保，全面推广应用节能型、

智能化粮食清理、储藏、烘干等新技术新装备。按照《国务院关

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

号）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等有关规

定及标准规范，建设和改造粮食烘干等设施设备，使热源烟气排

放及粮食处理过程中的噪音、粉尘等方面符合相关环保要求。鼓

励和支持相关科研院所、企业结合实际，加强对环保烘干新技术

和设备的研发推广应用。

（四）加强运营管理。各地既要重视项目建设又要加强运营

管理，督导已建成项目切实发挥作用，完善粮食产后服务模式，

优化服务流程，规范服务行为，提高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运营管理

和专业化服务水平。各地要指导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认真贯彻“优

质、便捷、规范、安全”的服务方针，合理收费、诚信服务；对

贫困户、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优先或优惠服务。严禁利用各种

方式变相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清理、烘干等相关生产

作业，应满足有关规范和文件要求，确保安全生产。粮食产后服

务中心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诚实、



守信的原则，拓展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

（五）完善合作机制。粮食产后服务中心除烘干粮食外，还

可科学合理地烘干其他经济作物，提高设备利用率并增加收入。

鼓励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级集体组织等通过

多种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建立动态信息网、开发

手机APP，或成立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协会、烘干中心联合会（体）

等，科学合理利用当地烘干资源，充分发挥当地粮食产后服务体

系协同效应。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国办发〔2017〕78号）

关于“落实粮食初加工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政策”等要求，

各地财政、粮食和储备部门积极会商协调相关部门对粮食产后服

务中心烘干等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政策。产后服务中心要

结合绩效评价，及时统计产出数量、产出质量等方面数据，认真

分析经济和社会效益，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完善运行机制。

要注重挖掘典型、强化示范引领，在省级粮食和储备部门推

荐的基础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择优确认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先进典型，放大示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