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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第一季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调度表

序号 年度目标 第 1季度目标
是否完成

（必填）

具体工作进展

（必填，500 字以内）

未完成

原因

下步工作打算

（必填，500 字以内）
责任科室 责任单位

14
启动农村基础设

施网建设。

通过召开座谈会、调研论

证等形式，确定农村基础

设施网建设重点项目，集

中策划一批重点工程。

是

1 月份，市农业农

村局牵头组织召开

项目策划座谈会，

与市直相关部门梳

理我市农村基础设

施网重点任务事

项，结合与省对接

了解的省网计划，

策划我市 2022 年

及“十四五”期间

计划实施的农村基

础设施网重点工程

项目 36 个。

无

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及时

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区县

（功能区），及时开展项目

督导。

农村事业促进科
市农业农村局

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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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加快中国农业科

学院数字农业农

村研究院落地，

加力推进凯盛浩

丰智慧农业、新

希望六和智慧养

殖等重点项目，

建设50个智慧村

居，打造具有引

领性、示范性的

数字产业应用场

景。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字

农业农村研究院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开展组建对

接工作；加快推动数字农

业农村重点项目建设。

是

已完成《合作框架

协议》的签订和筹

建对接、考察等事

宜。确定 2022 年新

建续建数字农业农

村 40 个重点项目，

涵盖数字农业园

区、智慧冷链物流

等农业农村各环

节、各领域。

无

继续推进中国农科院数字

农业农村研究院（淄博）

筹建工作，加快双方合署

办公、领导小组及理事会

组建、事业单位法人注册

登记等工作。持续推进 40

个数字农业农村重点项目

建设工作，定期调度项目

进展情况，确保完成年度

建设任务。

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字农业

农村研究院共建专班

市农业农村局

市大数据局

市委政法委

市财政局

市科技局



— 3 —

76

推动数字赋能农业

产业全链条，培育高

青黑牛、沂源苹果、

博山猕猴桃等 6条

数字化农业产业链，

大力发展数字农业

总部经济。

依托龙头企业培壮 6 条数字

化农业全链条，组织开展市

级农业龙头企业监测和评

审；研究推动农产品冷链物

流项目建设；研究部署农产

品电子商务重点工作；数字

农业农村重点项目、冷链物

流项目力争开工 25 个以上；

一季度完善农业农村智慧大

脑综合服务平台系统功能。

是

1.组织开展市级农业

龙头企业监测和评审

工作，出台《淄博市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检

测评审管理办法》，上

报评审材料。2.淄博内

陆港保税冷链基地等

7 个项目列入 2022 年

数字农业农村重点项

目，重点冷链物流项目

已全部开工建设。3.

召开全市电子商务工

作会议，听取各区县及

重点电商企业 2021 年

工作完成情况及 2022

年打算，围绕农产品上

行、直播电商等方向研

究部署 2022 年全市电

子商务重点工作。4.

数字农业农村重点项

目、冷链物流项目开工

已达 25 个以上。5.平

台已完成首页和整体

架构设计，部署并上线

大数据资源中心。

无

1.以市政府文件公布农业龙

头企业名单，落实相关奖补政

策，推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

2.推动重点冷链物流项目建

设，全年 3个冷链物流项目建

成投用。3.组织开展电子商务

人才培训活动。4.继续推进数

字农业农村 40 个重点项目建

设。5.完成平台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和内部测试。

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

发展规划科

乡村产业发展科

种植业管理科

畜牧渔业管理科

市场与信息化科

市畜牧渔业服务中心

市农业农村局

市大数据局

市商务局

市物流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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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规划建设高标准农

田 17 万亩，开展重

要农产品种源“卡脖

子”技术攻关，提升

农业综合机械化率，

确保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稳定在 320 万

亩以上，其中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面积 5 万亩，粮食总

产量保持稳定。

1.向区县下达2022年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计划。2.征集

农业良种工程项目指南建

议，推荐 3 个以上玉米新品

种参加国家、省级农作物新

品种审定。3.抓好春季麦田

管理。督导桓台县开展粮食

绿色高质高效建设，分解落

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

务。

是

1.分解下达 17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其中高效

节水灌溉任务 5 万亩，截

至目前，已督导区县编制

完成项目建设实施方案，

并组织专家完成了市级初

审。2.征集并上报省科技

厅农业良种工程项目指南

建议 6 项。全市种子企业

和农业科研机构选育的 6

个玉米新品种，被纳入省

级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委员

会区域试验。3.转发全省

2022 年农业机械化工作重

点，明确全市 2022 年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 91.6%的目标。开始实施

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工

作。组织农技人员开展技

术培训、指导和服务。4.

积极争取省农业农村厅扶

持，对桓台县、高青县项

目方案组织专家进行了评

审，并报省厅进行了重大

项目储备。将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任务分配到区

县，落实到户。

无

1.完成实施方案复审并批复，

督导区县完成项目财政投资

评审和招投标工作，并全面展

开施工建设。2.加强对上沟

通，力争我市项目列入省农业

良种工程项目申报指南。3.加

强农机装备推广力度，争取利

用农机补贴，做到优先补贴，

提高农民和合作社购买智能

农机积极性。4.抓好小麦中后

期管理、条锈病防控。抓好夏

收夏种工作，秋粮实现应种尽

种。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田间技术指导服务。

种植业管理科

农田建设管理科

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

农业机械化管理科

市农业农村局

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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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培育壮大粮食、蔬

菜、畜牧、林果、农

文旅 5个特色产业

集群，创建示范性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 10

个以上，打造沿黄乡

村振兴特色板块。

1.梳理 5 个特色产业集群的

重点支撑项目，明确年度建

设任务目标。2.落实好扶持

乡村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

3.研究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认

定办法。

是

1.对 2022 年市级农业农

村重点项目进行梳理，印

发《中共淄博市委农业农

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

进 2022 年市级农业农村

重点项目建设的通知》,

确定 2022 年全市共实施

农业农村重点项目71个，

总投资 238.4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50.3 亿元，明

确项目的建设目标、内

容、责任主体和督导单位

等，确保扎实有序推进项

目建设工作。策划食品产

业链重点项目 16 个，总

投资 44.69 亿元，2022

年计划投资 13.2 亿元。

2.落实关于支持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

加工业快速发展的九条

措施。3月 31 日，兑现山

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300万元国家级龙头企

业奖补资金。3.研究起草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认定

办法。4.临淄区成功入围

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县，获批奖补资金 500 万

元，桓台县唐山镇成功入

围 2022 年国家级农业产

业强镇，获批奖补资金

1000 万元；争取省级乡村

振兴（乡村旅游）重大专

项资金 610 万元，用于重

点村、景区化村庄、民宿

集聚区创建和乡村好时

节活动的举办；新推荐了

49 个村进入 2022 年度省

级景区化村庄“培育库”。

无

1.有序推进各项重点项目建

设，建立完善调度推进机制。

2.落实好扶持乡村产业发展

的政策。3.建设 10 个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

发展规划科

乡村产业发展科

农村事业促进科

市场与信息化科

种植业管理科

畜牧渔业管理科

农田建设管理科

市畜牧渔业服务中心

市农村改革发展中心

市委农办

（市农业农村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商务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高青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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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开展全域美丽

乡村创建，打造一批

乡村振兴精品片区，

全面完成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任务。

起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方案》，组织部门、

区县进行论证。组织全域美

丽乡村和乡村振兴精品片区

创建评审。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项目完成复工检查验收，

全面开始施工；建立精准调

度机制、质量安全定期检查

机制和定期现场督导机制。

是

1.起草完成《淄博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方案》，并征求部

门区县意见建议后，进

行了合法性审查和公

平性竞争审查；2.完成

全域美丽乡村和乡村

振兴精品片区创建评

审，公布创建名单，将

片区列入年度预算，统

筹上级和本级财力支

持片区建设。3.全市

16 个城镇开发边界外

未建成安置区项目均

完成复工检查验收，已

饱和施工；严格执行精

准调度机制，每周通报

建设进度，已通报六

期，形成二期工作专报

报市领导；县级住建部

门每月普查质量安全、

市级每季度检查，发现

问题，即知即改；迎接

省发改委和省农业农

业厅领导带队现场督

导，市发改委等 11 个

挂包区县的部门每月

督导调度。

无

1.印发淄博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方案。2.指导区县完

善全域美丽乡村和精品片区

创建方案，建立项目台账，实

行清单管理。3.强化精准调度

机制，每周对项目进展情况进

行现场督导一次，对达不到进

度的分别给予红色、黄色预警

研判。严格执行质量安全每月

县级普查、市级每季度检查机

制，对发现的问题，形成黑名

单，通报全市防范，对属于屡

查屡犯、屡禁不止的，严肃从

严查处。做好省专班对我市现

场督导的迎接工作，并加强市

级现场督导力度。

农村事业促进科

市农村改革发展中心

督促指导科

市农业农村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财政局

市委宣传部

市生态环境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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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农村承包土地

和宅基地“三权分

置”改革，加快建立

农村产权交易体系，

有效激活农村生产

要素。

开展村改社区试点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检视排查，规

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

流转，在部分试点镇（街道）

建设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开

展农村宅基地调研。

是

一是印发了《淄博市

村改社区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方案》；二是成立工

作专班，加强组织领

导；三是组织对 31

个试点村（社区）进

行了逐村排查摸底，

初步确定了巩固提

升工作重点、推进思

路；四是建立了周调

度通报制度和工作

台账，定期调度通

报；五是逐步完善农

村产权交易服务网

络，推进镇级农村产

权交易市场建设，研

究制定拨付 4 个镇

级试点单位建设补

助经费共计 40 万

元。六是于 3 月初到

博山区开展农村宅

基地调研，了解闲置

宅基地和住宅利用

情况。

无

1.指导未完成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的村（社区）一社一

策、依法依规开展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确保按时保质完

成工作任务。2.抓好已完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村（社区）在清产核资、成

员确认、档案规范等 10 个

方面完善提升工作，解决资

产权属界定不清、成员身份

确认不明等问题。3.定期调

度通报，对进展缓慢的村

（社区）加强实地督导，确

保工作进度。4.及时总结推

广政经分离、集体资产监管

和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等方

面经验做法，示范带动面上

攻坚。5.制定出台《村改社

区集体经济组织监督管理

办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收益分配办法》《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档案目录》等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

制度成果。6.继续开展违建

别墅清查整治工作，定期向

省厅报送清查整治情况；7.

指导淄川区、博山区盘活利

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及闲置

住宅。

市农村改革发展中心
市农业农村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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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落实防

止返贫动态监测帮

扶机制，加强农村低

收入人口常态化帮

扶，确保不出现规模

性返贫和新致贫。

召开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工作推进会。坚持“四个不

摘”，落实“两不愁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政策。科学合理

分配衔接资金。完成衔接资

金项目入库工作。

是

1.扎实做好防返贫动态

监测。1-3 月，市级 9 部

门已向各区县反馈预警

监测数据4批次1514条，

新纳入监测帮扶对象6户

17 人。2.联合市教育局等

8 部门印发《关于转发<

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防

止返贫监测预警机制的

通知>的通知》（淄乡振

发〔2022〕2 号），实行

市抓推进、县乡村抓落实

工作机制。3.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社会帮扶工

作的通知》，建立市区社

会组织帮扶平台，扎实开

展“万企兴万村”行动。

4.做好就业帮扶工作，联

合人社部门摸排脱贫群

众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公

益性岗位需求 5003 人，

积极开发岗位。5.实施

“齐鲁富民贷”，截至三

月底已发放贷款 568 万

元，助力 10 户一般农户

用于农业产业发展。6.各

区县 2021 年秋季雨露计

划补助资金发放工作已

全部完成。7.省市衔接资

金分配方案已通过，近期

将向区县下达指标文件。

8.组织区县立足各自优

势特色，策划入库项目

142 个，预算总投资 8.95

亿元。其中产业项目 73

个，预算总投资 7.27 亿

元，基础设施项目 69 个，

预算总投资 1.32 亿元。

无

1.召开全市防返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工作推进会。传达

培训《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

防止返贫监测预警机制的

通知》文件精神，安排部署

监测帮扶问题整改，强化过

程督导考核，完善制度体

系。2.继续保持帮扶政策总

体稳定。按照“四个不摘”

要求,对各区县政策落实情

况调度，及时发现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短板。健全完善常

态化督查机制和问题通报

制度，及时发现问题和短

板，抓紧整改到位。3.深入

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推行社会帮扶荣誉制度，在

全社会倡树扶贫济困的良

好风尚。发动帮扶干部开展

双月主题走访，科学调整帮

扶关系，切实提高群众满意

度。4.将起草下发监管意

见，督促指导区县尽快拨付

资金，规范使用资金。5.

待衔接资金下达后，及时组

织区县做好项目方案编制、

审批、招投标等工作，力争

早开工，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争取 50%以上项目年内

完工。

督查考核组

扶贫协作、规划财务组

项目管理组

社会扶贫组

金融扶贫组

信息统计组

市农业农村局

（市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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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提高环境风险

防范能力。

1.开展春季麦田统防统治，

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发布病虫情报 2 期以上，制

定技术意见 1 期以上。2.开

展春耕农作物施肥技术指

导，发布土壤墒情测报 3-4

期。3.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推广种养一体化等技术，指

导督促养殖场户落实粪污资

源化利用主体责任，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是

1.启动统防统治

示范县和绿色防

控示范县创建活

动，3 月 1 日开始

实行病虫周报制

度，召开病虫测报

会商会，发布病虫

情报 2期，技术意

见 3期。2.做好水

肥一体化技术推

广。下达各区县任

目标务，做好水肥

一体化技术指导。

编发市级土壤墒

情旱情简报 3期，

开展绿色种养循

环农业试点项目。

在项目实施县高

青县，大力推广有

机肥使用。3.按照

源头减量、过程控

制、末端利用的原

则，指导养殖场户

落实粪污资源化

利用主体责任，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 91%。

无

1.加大统防统治，推广绿

色防控技术，适时发布病

虫情报，指导科学防控。

2.落实开展化肥减量增效

项目，加大化肥减量增效

技术如水肥一体化，测土

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等

的技术指导、示范和推广；

积极开展技术宣传和培

训。3.继续指导广大养殖

场户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实施农牧循环。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90%以上。

科技教育和生态农业科

种植业管理科

畜牧渔业管理科

农村事业促进科

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

市畜牧渔业服务中心

市农村改革发展中心

市农业农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