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省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主管

部门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执行期限 备  注

1 农业农村厅
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资金

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补贴资金总额和补贴面
积统筹确定。

实施期限到2023年

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关于修订农业
相关转移支付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2020〕10
号）

2 省林业和草
原局

退耕还林还草直
补退耕农户资金

退耕农户

1.森林抚育：1999~2006年退耕还生态林（含经济林转生
态林）20元/亩，连续补助5年；2.新一轮退耕还林：还
林1200元/亩（第1年500元，第3年300元，第5年
400元），还草850元/亩（第1年450元，第3年400元）；
3.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延期补助，还林100元/亩，连续
补助5年。

1.森林抚育：1999~2002年
退耕还生态林（含经济林
转生态林）从2018年起补
发5年，2003-2004年退耕
还生态林（含经济林转生
态林）从2019年起补发
5年；2.新一轮退耕还林：
2017年-国家政策结束；3.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延期
补助，从2022年起补发5年
。

3 农业农村厅
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以下简称“购机者”），其中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的组织。

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农业农村部、财
政部组织制定发布全国补贴范围内各机具品目的主要分
档参数，各省可在此基础上优化参数及增加分档，依据
同档产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测算确定各档次的补贴额上
限，测算比例不超过30%，且通用类机具补贴额不超过农
业农村部、财政部发布的最高补贴额。实行降低补贴标
准的机具品目单独分档测算补贴额。在确保资金供需紧
平衡的基础上，各省可围绕粮食生产薄弱环节、丘陵山
区特色农业生产急需机具以及高端、复式、智能农机产
品的推广应用，选择不超过10个品目的产品提高补贴
额，其补贴额测算比例可提高至35%，其中，通用类机具
的补贴额可高于相应档次中央财政资金最高补贴额，增
长幅度控制在20%以内。对区域内保有量明显过多、技术
相对落后的轮式拖拉机等机具品目或档次降低补贴标
准，到2023年将其补贴额测算比例降低至15%及以下。

2021-2023年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
施指导意见》的通
知（农办计财〔
202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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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主管

部门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执行期限 备  注

4 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农村危房改造补
助资金

一是农村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以下简称突发严重困难户）。二是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
结合当年各地申报农村危房改造总户数和中省补助资金
总量统筹考虑制定分类补助标准

“十四五”

5 水利厅
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直发直
补资金

大中型水库的农村移民 每人每年补助600元

对2006年6月30日前搬迁的
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自
2006年7月1日起再扶持20
年；对2006年7月1日以后
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
民，从其完成搬迁之日起
扶持20年。

《国务院关于完善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国发[2006]17
号

6 民政厅 最低生活保障金

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
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
活保障。

对批准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按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的差额，按月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

长期执行

7 民政厅
分散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金

国家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
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
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
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
人，给予特困人员供养（其中：特困人员中
的未成年人，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至18
周岁；年满18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者在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可继续享
有救助供养待遇）。此项目补贴对象为未集
中供养的特困人员。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由各市（州）人民政府结合本地
区实际确定。其中，基本生活标准应不低于当地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

长期执行

第 2 页，共 8 页



省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主管

部门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执行期限 备  注

8 民政厅
临时救助金（部
分急难型临时救
助金除外）

国家对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
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
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因生活必需支
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
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
助。

人均救助金标准最高不得超过月低保保障标准的6倍。 长期执行

9 民政厅
分散养育孤儿和
艾滋病病毒感染
儿童基本生活费

分散养育孤儿是指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生父
母的，由亲属和其他监护人抚养的未成年人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是指携带艾滋病病毒
和患有艾滋病的儿童，儿童系未满18岁的未
成年人。

全省分散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低限为1200元/月。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标准参照当地孤儿基本生
活保障标准执行。

长期执行

10 民政厅
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

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四川省户籍低保对象 从2020年起，每人每月100元 长期执行

11 民政厅
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

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和二
级的残疾人

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0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
月70元

长期执行

12 民政厅

襄渝铁路西段伤
残民兵民工及遗
属定期生活补助
金

由省级民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和条件认定的
参与原襄渝铁路西段工程建设并因工伤残和
患矽肺职业病的民兵民工及因工死亡民兵民
工遗属。

详见附件4 长期执行

13 民政厅
精减退职职工救
济金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
1.1961年1月1日至1965年6月9日期间精减退
职的；
2.1957年底前参加工作的国营、公私合营企
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
党派以及在军事系统工作而无军籍的职工；
3.精减当时和现在都已全部或大部分丧失劳
动力，或者年老体弱，或者长期患病影响劳
动较大的；
4.精减当时家庭生活无依靠的。
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不能享受救济。

精简救济定救、精简救济40%每人每月400元，精简救济
临救每人每月20元。

长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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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主管

部门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执行期限 备  注

14 民政厅
起义投诚人员生
活补助金

省委统战部认定的起义投诚人员。 具体标准由市县自行确定。 长期执行

15 民政厅
特殊困难儿童资
助金

父母或监护人确实无力承担监护和抚养责任
的凉山州困难儿童。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保障范围的不再重复享受资助。

每人每月200元。 长期执行

16 应急管理厅
过渡期生活救助
金

受灾群众 每人每天25元，救助期限为3个月 长期
川财建〔2022〕47
号68号

17 应急管理厅
倒损住房恢复重
建资金

受灾群众
维修加固，户均0.5万元；倒塌严损住房恢复重建，一般
地区按户均3.5万元的标准给予受灾地区算账补助。民族
地区每户6万元的标准；

长期
川财建〔2022〕68
号

18 应急管理厅
因灾遇难人员抚
慰金

遇难人员家属 2万元/人（一次性发放） 长期
川财建〔2022〕68
号

19 应急管理厅
冬令春荒期间受
灾困难群众临时
生活救助金

受灾群众 不低于中央补助标准 长期
川财建〔2022〕68
号

20 应急管理厅

其他直接支付给
受灾人员的生活
救助资金（应急
救助）

受灾群众 人均补助300元 长期
川财建〔2022〕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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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主管

部门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执行期限 备  注

21 省医保局

城乡医疗救助资
金（实行“一站
式”结算的资金
除外）

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其应享
受的非“一站式”结算医疗救助资金）

住院医疗救助: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医疗
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补充保险报销后，
剩余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救助起付标准以上的
部分实施救助。
（一）在年度救助限额内，特困人员、孤儿不设救助起
付标准，统一给予全额救助；
（二）在年度救助限额内，低保对象不设救助起付标
准，按不低于70%给予救助；
（三）在年度救助限额内，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救助起付
标准按我市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确定，统一按 
65%给予救助；
（四）在年度救助限额内，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救助起付
标准按我市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确定，按不低
于50%给予救助；
（五）在年度救助限额内，因病致贫重病患者救助起付
标准按我市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5%确定，按不
低于50%给予救助；
（六）在年度救助限额内，规范转诊且在省域内就医的
救助对象，经三重制度保障后政策范围内个人年度累计
额自付费用仍超过我市防止返贫监测收入标准的部分，
按不低于50%给予救助；
（七）对救助对象的门诊慢特病费用，参照住院医疗救
助执行，和住院医疗费用合并计算救助起付标准，共用
年度救助限额。

长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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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主管

部门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执行期限 备  注

22 省卫生健康
委

农村部分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
资金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应是同
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的已婚农村居民：
（一）本人为农村居民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
民户口，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
（二）本人或配偶曾经生育子女，本人及配
偶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
（三）本人及配偶现存一个子女，或现存两
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
（四）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男性年满60
周岁，女性年满58周岁（藏区男性、女性为
年满55周岁）。

每人每年960元；每年的11月底前发放。 长期执行

23 省卫生健康
委

计划生育家庭特
别扶助资金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的对象是：
四川省户籍人口中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
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扶助对
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应在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方须年
满49周岁。
2、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
3、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
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

1.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
给予每人每月10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
2.独生子女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由
政府给予每人每月79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或子女康复
为止。

长期执行

24 教育厅
建档立卡中职学
生特别补助

2020年秋季及以前学期入学的原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中职学生，直至该阶段学业结束。

每生每学期500元 2023年春季学期
待省级政策出台后
再行调整。

25 教育厅
建档立卡贫困本
专科（含高职）
学生特别资助

2020年秋季及以前学期入学的原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本专科（含高职）在校学生，直至该
阶段学业结束。

每生每年4000元（含学费补助2000元、生活补助
2000元）

该阶段学业结束
待省级政策出台后
再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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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主管

部门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执行期限 备  注

26 农业农村厅
稻谷目标价格补
贴资金

县内稻谷种植者(包括普通农户、家庭农场
、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特别是对代耕
代种和流转土地种植
水稻的，必须将补贴资金发放给稻谷实际种
植者。

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补贴资金总额和补贴面
积统筹确定。

长期执行

27 农业农村厅
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

实际种粮农民，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
粮的农民，以及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补贴资金总额和补贴面
积统筹确定。

长期执行

28 农业农村厅 种粮大户补贴

主要粮食作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等）
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农户、
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新型
经营主体倾斜。

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补贴资金总额和补贴面
积统筹确定。

长期执行

29 农业农村厅
耕地轮作休耕制
度试点项目

包括轮作、扩种油菜、大豆和花生的农户和
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
类新型经营主体。

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补贴资金总额和补贴面
积统筹确定。

长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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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主管

部门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执行期限 备  注

30 退役军人事
务厅

优抚对象抚恤和
生活补助资金

伤残人员（含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
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
三红”(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红
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三属”（烈
士、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遗属）

详见附件5

长期执行

在乡老复员军人 每人每月不低于1955元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每人每月不低于780元

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
的参战退役人员

每人每月800元

部分原8023部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
人员

每人每月800元

部分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
的子女）

每人每月645元

长期执行

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 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人每月补助54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
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

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入党的，达到每人每月880
元;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入党的，达到每人每
月795元。已享受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的老党员，不执行上
述补贴标准，仍按每人每月50元标准发给生活补贴。已
对老党员实行定额补贴的地方，补贴标准低于上述标准
的，按照补差原则发给补贴;补贴标准高于上述标准的，
仍按原补贴标准发给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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