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评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家庭农场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全省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根

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 11 部委《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

（中农发〔2019〕16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新时期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家庭为基本经营

单元，从事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

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 

第三条 评定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以下简称省级示范场），按照自愿申报、

逐级审核、合理布局、动态管理的原则，坚持以粮为主、粮经统筹为导向，突出

适度规模、集约经营、管理先进、效益明显、带动小农的基本特征，逐步形成镇

乡均有省级示范场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第四条 对获评为省级示范场称号的，纳入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项目的扶持

范围。 

第五条 农业农村厅负责组织实施省级示范场评定工作，每年开展一次。 

第二章 评定条件 

第六条 省级示范场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主体明确。已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管理；被评定为市级示范场；

农场主连续从事农业适度规模生产经营 5 年以上，拥有农学类大专及以上学历、

拥有农业技术专利或取得农业技术职称资格（农业专业技术职称或农业技能等级）

的可放宽至 3年以上；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 

（二）规模适度。体现家庭经营的“魂”，根据生产条件、家庭劳动力、作

物品种等合理选取适宜规模。从事粮油种植的，种植面积山区 150 亩左右、丘区

200 亩左右、平坝区 300 亩左右，稻渔综合种养种植面积山区 100 亩左右、丘区

150 亩左右、平坝区 200 亩左右；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 50-100 亩；

从事养殖业的，常年存栏生猪 500 头左右（自繁自养模式 200 头左右，寄养模式

800 头左右）、肉牛（含牦牛）100 头左右（其他畜禽按猪当量计算），水产养

殖面积 50 亩左右。从事其他产业或采用种养结合、间种套养、三产融合、设施

农业等经营方式，难以统一规模标准的，农场年产值须达到最低效益标准。其中，

从事三产融合的，农业产值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三）集约经营。家庭农场主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或拥有高素质农民省、

市级调训合格证书；农场基础设施完备，有与经营规模相匹配的农业机械，固定

资产投入不低于 50 万元；拥有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之

一或商标注册的优先评定。 

（四）管理规范。不存在基本农田新增“非粮化”；有合法稳定的土地经营

权流转合同，土地集中联片经营不低于 50%；严格按照生产技术规程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土地利用、废弃物处理排放等符合国家环保要求；持续开展农业投入品、



农场经营记录，从事果蔬、畜禽、水产品等食用农产品生产的，须规范开具食用

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农场标识标牌清晰，场所布置整洁有序。 

（五）效益明显。家庭农场年产值须达到 100 万元以上，原则上农场应经营

连续三年盈利；土地年产出率超过 6000 元/亩（粮油类放宽至 3000 元/亩）；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省城镇职工收入水平。 

（六）带动力强。形成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机农一体、产业融合等发展模

式，对周边农户起示范和引领作用；带动脱贫户实现共同富裕的优先评定。 

原则上，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家庭农场参考此标准，同等条件下适当放

宽。 

第三章 评定程序 

第七条 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自愿向所在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报。经县

级农业农村部门核实、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初审合格后，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评审。

对拟评定为省级示范场，且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农业农村厅发文公布年度省级

示范场名单，授予“四川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称号。 

第八条 申报省级示范场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四川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申报表。 



（二）家庭农场及农场主征信证明；市级示范场证明文件复印件；市场监管

部门登记注册证明材料（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土地流转合同及经营规模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四）相关学历、培训和专利等证书复印件，反映家庭农场经营情况和农场

标识标牌的图片等。 

（五）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业生产技术规程、

环保备案截图、农业投入品、农产品产销记录、财务收支记录等证明材料。 

（六）对周边农户的示范引领带动佐证材料。 

（七）相关表彰奖励等证明材料。 

第四章 管理监测 

第九条 省级示范场实行动态管理，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每两年监测一次，

监测结果逐级报送农业农村厅；农业农村厅每三年监测一次。经监测，发现不符

合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录入条件和省级示范场评定条件的，取消省级示范场称号。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省级示范场称号，且在 3年内不得再申报： 

（一）连续两年未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 



（二）在申报和评审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舞弊行为的。 

（三）拒绝配合监测或者不按规定提供监测材料的。 

（四）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或列入各级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

“黑名单”的。 

（五）经营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十一条 被取消省级示范场称号的家庭农场，不得悬挂或应用有关省级示

范场的标牌或称号。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市级、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参照本办法，完善本级示范场评定办

法，形成上下贯通的示范评定和政策体系。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