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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坚持科学合理、统筹兼顾、创新发展、有序推进的原则，强

化狠抓落实的执行力，在综合考虑调查品种生产情况的基础上，

加强市县调查任务调整，完善调查样本科学确定、有效管理、动

态优化的运行机制，以更加坚实的样本基础支撑全省农本调查工

作高质量发展。

二、统筹做好提标选优

（一）合理提高调查对象补贴标准。结合中央专项资金规模，

2025年我省对现有各农本调查县区调查对象误工补贴总额调增，

同时兜底标准调整为每个调查对象年度误工补贴不低于 900元。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制定分配标准。对于 2025年增点扩面

行动新增任务调查对象，本年误工补贴标准统一为每户每品种

950元，2026年起纳入总体统筹考虑。

（二）联动提升调查对象管理效能。各地应加强误工补贴分

配标准谋划设计，在保证普惠增长的同时，要让补贴更好发挥吸

引调动、助管提效的作用，实现调查对象类型合理优化，调查合

作更加紧密，登记责任进一步压实。鼓励各地结合补贴分配，将

组长负责、奖惩激励、重点领域优先支持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做法

巩固加强，推动调查对象管理效能稳步提升。

（三）同步开展调查对象梳理优化。以补贴提标为契机，市

县应加强区域调查对象类型梳理和代表性评估，并建立健全相关

机制。存在不符合要求的调查样本，则提早谋划部署，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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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调查对象与调查点农产品生产规模化程度不匹配的，相应

增加对规模经营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探索通过公开选

拔等方式，挑选文化水平较高、责任心较强的农户加入调查工作。

三、系统推进增点扩面

（四）增设粮食主产调查县区。根据全省粮食主产区域分布

情况，2025年起增设阳高、平鲁等 13个县区为农本调查县区，

安排承担玉米、小麦、大豆单品种或多品种调查任务，同时在尧

都、襄汾等 5个现有调查县区增加玉米调查任务（见附件）。上

述县区针对新增任务品种需开展常规调查、直报调查、专项调查

等工作，本年熟悉掌握并试填试报，2026年起正式纳入《山西

省农产品成本调查品种目录》。

（五）推动新增任务顺利承接。相关各市应加强指导督促和

评估把关，推动新增调查县区明确职责任务和时间进度，加紧完

成确定机构专人、严格选点定户、签订调查协议、组织学习培训

等一系列基础工作，确保任务目标如期实现。选点定户应坚持主

产乡镇、分类择优等规定，满足“一县三点九户”最低要求。培

训应覆盖新增县区调查人员和新增调查对象，突出任务讲解和实

操指导。

（六）做好明年增点扩面前期工作。2026年增点扩面工作

重点围绕畜禽、蔬菜、经济作物等类型调查品种展开，着力加强

样本数量、质量弱项，有效提升调查覆盖率、代表性。各市应及

时开展所承担调查品种市域生产情况的调研分析，组织调查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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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现有调查点的主产代表性，全面摸清当前品种生产情况，提

早谋划明年市域样本建设思路。

（七）开展增点扩面基础性研究。本年度安排大同、忻州、

临汾、运城四市配合开展全省增点扩面专题研究。鼓励联合高校

院所、行业协会等机构力量，围绕主要农产品生产布局及发展趋

势、生产组织形式与规模化程度、省级品种调查发展方向等问题

深入研究，尽快掌握当前我省农本调查样本建设基础信息和施策

依据，为相关工作科学开展打牢基础。

四、加强组织实施

（八）加强组织领导。各市要高度重视农本调查样本建设，

制定工作举措，把握工作进程，压实县区责任，抓好推进落实。

我委将加强整体工作统筹，强化督促指导和跟踪调度。

（九）鼓励创新实践。各地要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加强创新

实践，丰富解决方案，探索多样有效的样本建设方法路径。在保

证数据质量和安全的基础上，鼓励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公益性

岗位人员协助，创新做好关键环节保障。

（十）强化资金使用管理。各地应高效使用中央专项补助资

金，确保上述安排部署扎实落地，保障走访和慰问表彰调查对象、

购置农本调查信息采集设备及运维信息系统等基础工作正常开

展。要强化资金全过程、全链条监管，建立专项资金使用台账。

（十一）做好协同联动。我委将加强对各相关市县农本调查

样本建设工作的指导，进一步畅通各级各地交流渠道，加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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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践意见建议收集，做好可复制经验做法总结推广，及时协

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附件：2025年山西省农产品成本调查新增县区及新增任务

情况表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 5月 26日

（此文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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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山西省农产品成本调查新增县区及新增任务情况表

市 县（市、区）
调查品种及样本数量（个）

小麦 玉米 大豆

大同市 阳高县 9

朔州市

平鲁区 9

山阴县 9

应 县 9

忻州市
静乐县 9

五寨县 9

晋中市 祁 县 9

吕梁市 柳林县 9

长治市 屯留区 9

晋城市
泽州县 9 9 9

高平市 9

临汾市
尧都区 9

襄汾县 9

运城市

闻喜县 9

稷山县 9 9

新绛县 9 9

夏 县 9

芮城县 9

合计 27 135 36



— 7 —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5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