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亚行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长江绿色生态廊道项目 

(RRP PRC 51116-002) 

 

性别行动计划 a 

主要任务和／或拟议行动 目标和指标 T 时间范围 责任机构 
资金预算及来

源 

A. 产出 1:现代农业体系 

A.1 项目设计中公众参与的情况，例如参与坡改梯地块，农作

物品种选择以及农机推广等； 

A.2 农户参与灌溉、生产道路以及河流的维护和管理的情况 

A.3 建立以村委会为主的设备、材料等管理和维护机制 

目标: 

➢ 项目设计的公众参与中，40%为女性； 

➢ 40%的女性参与到灌溉、生产道路、河

流的维护与管理中； 

➢ 40%的女性了解设备和材料等的管理和

维护机制 

基底数据: 0 

2018–2023 县农开办，镇政

府、村委会，县

妇联，设计机

构，社会咨询专

家 

项目预算 

 

 

B． 产出 2:面源污染防治工程 

B.1 公众以自愿的方式参与选择经济林或生态林的建设地点 

B.2 通过社区参与和咨询，开发一个农村面源污染管理手册

（包括测土配方施肥，地膜回收和秸秆还田） 

 

目标:  

➢ 项目建设地点以及树种选择的公众参与

中，女性占 40%； 

➢ 农村面源污染管理手册开发过程中的公

众参与，女性占 40% 

基底数据： 0  

2018–2023 县农开办，镇政

府、村委会，农

民专业合作社；

县妇联，设计机

构，社会咨询专

家 

项目预算 

 

C.针对农民的培训、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所有的产出） 

C.1 加大宣传力度，将关于秸秆还田、水土保持、农业废弃物

回收、节水灌溉、水资源保护等信息印制成形式多样、语言简

洁、生动、易于接受的宣传材料（例如挂历、宣传画等）。 

目标:  

➢ 50%的女性了解关于面源污染管理的相

关知识 

基底数据：0 

2018–2023 县农开办，妇

联，林业局，劳

动和社会保障

局，水保部门，

水务局，教育局 

项目预算，相

关政府部门日

常活动经费  

C.2 培训 

C.2.1 以当地居民可以接受的方式提供培训或意识教育，包括 

(i)节水灌溉 

(ii)综合使用有机肥料、复合肥、绿肥以及秸秆还田 

(iii)土壤改良措施（土地深松） 

(iv)保护性耕作 

(v)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改良及推广 

(vi)环境保护意识 

(vii)病虫害、洪灾和森林防火等 

目标：  

➢ 开展意识提升和培训中的参与人中，女

性占 40%； 

➢ 征询关于培训时间、类型以及地点的征

询意见过程中，女性占 40% 

基底数据: 0% 

2018–2023 县农开办，妇

联，林业局，劳

动和社会保障

局，水保部门，

水务局，教育局 

项目预算，相

关政府部门日

常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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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和／或拟议行动 目标和指标 T 时间范围 责任机构 
资金预算及来

源 

(viii)微商、电子商务 

(ix)农业技术推广 

C.2.2 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关于合作社运营、生产技术、市

场意识和营销管理等培训 

C.2.3 (i) 以当地语言开展培训 

(ii)以当地可以接受的方式，并根据当地农作物生长季节及时开

展农业技术培训 

D.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所有的产出） 

D.1 农民合作社运营期间的就业机会优先提供给当地居民 

D.2 项目建设期间雇佣当地居民 

D.3 项目运营期间雇佣当地劳动力 

 

目标：  

➢ 农民合作社运营期间，每年新增 4763

个就业机会，40%提供给女性 

➢ 项目建设期间,新增 28419 个就业机

会，30%提供给女性； 

➢ 项目运营期间，新增 1263 个全职和

17464 个兼职的就业机会，30%提供给

女性 

基底数据：0% 

2018–2023 县级农开办，农

民专业合作社，

县妇联 

 

农民专业合作

社日常运行经

费 

  

E.  遵守劳动法和核心劳工标准 

(i)遵守劳动法和核心劳工标准，包括不雇佣童工、最低工资

制、同工同酬以及职业健康安全； 

(ii)提升公众健康知识和阻止艾滋病、性病和其它传染疾病的培

训； 

(iii)对施工人员开展关于艾滋病和性病方面的宣传活动； 

(iv)发放关于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性病的学习和宣传材料（例

如海报和小册子等） 

(v)针对施工人员提供关于健康安全的具体措施以及人数（按性

别、民族） 

目标:  

➢ 100%的女性工人接受关于权利的培训 

基底数据: 0 

   

F.土地流转要确保农民受益（所有产出 

(i)提供关于项目和土地使用的具体目的信息； 

(ii)开展相关利益群体的咨询和协商（按性别、民族和地域）； 

(iii)按照法律和政策法规，确保村民自愿签署土地流转合同／

协议； 

目标:  

➢ 100%的协议处于监管之下，包括夫妻

双方均要知晓并认可流转费用和／或已

经获得的利益 

2018–2023 县农开办，林业

局，土地局，镇

级农技推广中

心，妇联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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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和／或拟议行动 目标和指标 T 时间范围 责任机构 
资金预算及来

源 

(iv)土地流转费用采用公平方式（相当于平均年产值或市场价

格，定期调整土地流转费用） 

(v)一旦发生任何争议，合同签署方可以利用申诉机制 

(Vi)以易于理解的语言签署书面合同 

(vii)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村委会之间的协议将处于监管

之下 

基底数据: 0  

F.  项目管理支持（所有产出） 

F.1 县级农开办指定专人收集分性别的相关数据。县级农开办

聘请一个外部咨询专家监测社会性别行动计划和社会发展行动

计划的实施情况。 

目标:  

每个县级农开办至少有一位专职人员；聘请

一个独立的社会咨询专家；  

基底数据: 0, 0% 

2018–2023 

 

县农开办，农民

专业合作社，县

妇联 

项目能力建设

和／或培训经

费 

F.2 在社会咨询专家的支持下，每年度提交社会性别行动计划

内部监测报告 

目标：年度监测报告.  

基底数据: 0 

2018-2023 县农开办，农民

专业合作社，县

妇联，省农开

办，社会咨询专

家 

项目能力建设

经费 

F.3.每个县农开办指定专人并接受省级农开办组织的培训，确

保社会性别行动计划、土地流转协议以及社会发展行动计划相

关内容的实施。 

目标：每个县级和省级农开办指定专人负

责；在机构人员构成中，女性占比 30% 

基底数据： 0, 0% 

2018–2023 县农开办，农民

专业合作社，县

妇联，省农开

办，社会咨询专

家 

项目咨询服务

经 

F.4 开展针对农业投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培训，确保收入和经

济收入的社会性别平等。  

目标:  

为每个县级农开办培训，其中参加培训人中

30%为女性  

基底数据: 0, 0% 

2018–2023 

 

县农开办，农民

专业合作社，县

妇联，省农开

办，社会咨询专

家 

项目运营经费 

a 已包含咨询和参与计划 

ACWF =妇女联合会 ，AIDS = 艾滋病, CDC = 疾控中心, COCAD=县农开办,DI=设计机构Design Institute,  EMRAO = 民宗办, EMDP = 少数民族发展行动计划, 

EMP=环境管理计划;EB =教育局, FB =林业局, FCs=农民专业合作社, GAP = 社会性别行动计划, POCAD = 省农开办, HH= 户, HIV =人类免疫系统, IA =实施机构, 

LSSB =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STI =性病, VC = 村委会, WCB = 水保局. WRB=水务局.  

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