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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第二季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调度表

序号 年度目标 第 2季度目标
是否

完成
具体工作进展

未完成

原因
下步工作打算 市政府分管领导 责任单位

14
启动农村基础设施

网建设。

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及时将

任务分解落实到区县（功能

区），开展项目督导。

完成

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分

解落实到区县。梳理细

化省和我市重点项目，

确定我市 19个项目纳

入省农村基础设施网

行动计划，总投资 185

亿元，其中，2022 年

度 19个，计划总投资

54 亿元，目前已开工

15个，完成投资 30亿

元。淄博数字农业农村

中心城市建设项目单

独列入省农村基础设

施网重点项目，总投资

149.96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25.5 亿元，已完

成投资 13.6亿元。

无

1.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优化

项目，抓住关键领域、关键环

节，设计更符合我市发展现

状、体现我市特色的重点工

程；2.积极争取省对我市数字

农业农村重点项目提供资金

政策扶持，对“中农数院”提供

更多高层次的科研项目支持。

李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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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团队来

淄调研，拟定首批入驻创新

团队；督促加快数字农业农

村重点项目建设。

完成

1.中国农科院数字农

业农村研究院（淄博）

落地建设，创新团队引

进等工作有序推进。富

锶农产品研究、生物节

水与旱地农业团队已

进驻淄博，开展相关科

研工作；2.对区县数字

农业农村重点项目建

设进度实行月调度，并

定期不定期开展现场

督导。

无

1.中国农科院数字农业农村研

究院（淄博）以团队入驻形式

首批引进 4支团队，以项目合

作形式引进 2支团队，结合我

市数字农业产业发展需求适

时引进第二批团队，按照共建

工作目标有序开展科研工作；

2.继续做好项目调度督导工

作，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李新胜

市农业农村局

市大数据局

市委政法委

市财政局

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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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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名单，力争市级以上农业

龙头企业达到 200 家以上；

组织各区县做好仓储保鲜设

施建设；积极开展公益类电

子商务人才培训，拓宽特色

农产品营销渠道；数字农业

重点项目建设进度达 20%以

上，对未开工项目进行调整，

全部项目开工建设；完成农

业农村智慧大脑综合服务平

台内部测试。

完成

1.组织开展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评选工作，联

合市发改委等 7 部门出台

《淄博市市级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监测运行管

理暂行办法》，全市新申

报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32家，完成企业实地核

查，预计市级以上龙头企

业达到 202 家；2.对各区县

（功能区）2022 年农产品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需

求进行摸底，着手组织项

目申报工作；3.8 部门印发

《齐 GO（购）·齐享电商

培育“沃土”计划公益行动》，

制定活动方案，推动公益

培训稳步进行；4.数字农业

农村重点项目有序推进，

已完成年度投资 18.5 亿

元，投资完成率 50.5%；5.

农业农村智慧大脑综合服

务平台已完成内部测试，

修复、优化各类问题 100

余处。

无

1.及时调度申报 2022 年农产

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

目；2.结合沂源苹果、博山猕

猴桃等优质农产品产销旺季，

引导电商平台开展线上产销

对接活动；3.加强调度与督导

工作，督促重点项目加快进

度，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4.开展用户测试、平台试运行

等工作。

李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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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面

开工，完成总投资 40%以上。

2.农业良种工程项目列入省

农业良种工程项目申报指

南。完成全国第三次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的资料

整理。 3.抓好小麦中后期管

理。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田间技术指导服务。

完成

1.各项目区县已全面

开工，完成总投资的

40%以上；2.做好农业

良种工程项目储备，征

集并上报省科技厅

2022 年度省重点研发

计划（农业良种工程）

项目 6项。积极开展全

市种质资源普查，共收

集种质资源 253个，其

中已收到国家资源圃

接收证明的种质资源

228 份；3.开展夺夏粮

丰收百日攻坚和科技

壮苗行动，单产、总产

均较上年分别增加

5.95公斤、3.79万吨。

成立了 4 个技术指导

组，搞好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指导服

务。

无

1.督导区县全面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2.组织我市种业企业

申报 2022 年度省重点研发计

划（农业良种工程）项目；3.

强化技术指导服务，抓好秋粮

田间管理，努力提高单产，确

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李新胜
市农业农村局

市科技局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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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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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1.对 2022 年市级农业

农村重点项目实行台

账化管理、责任化推

进，严格落实“月调度、

季督查通报、全年考

评”制度。全市共实施

农业农村重点项目 71

个，完成年度投资 22.4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44.6%；2.桓台县唐山

镇成功获批创建国家

农业产业强镇；3.与财

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第一批示范性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创建工

作的通知》（淄农办字

〔2022〕36 号），对

新申报的 15家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进行实地

考察，近期组织评审委

员会进行评审。

无

1.抓好重点项目的每月调度，

有序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确保

按期完成全年投资目标和建

设任务；2.做好《支持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

业快速发展的九条政策措施》

的落实宣传工作；3.评出市级

第一批示范性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

李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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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方案》，明确农村旱厕改

造、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

圾收集处理、村容村貌整治、

长效机制建设等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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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做好美丽宜居乡村质量

安全监督检查，抓好项目进

度实地核查。

完成

1.印发《淄博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方案》、《关于开展全

市“三夏”专项整治提

升行动的通知》《淄博

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22年度工作要点》，

指导区县完善片区建

设方案，实行清单管

理，4个精品片区共建

设项目 61 个，计划投

资 65110万元，开工项

目 55 个，完成投资

9128万元；2.5个全域

美丽乡村共建设项目

36 个 ， 计 划 投 资

22926.58万元，开工项

目 31 个，完成投资

2326.5万元；3.二季度

开展质量安全督查、巡

查 10 次，下达督查隐

患整改通知书 95份，

隐患 937条，已闭环整

改到位，全市安置区项

目质量安全形势保持

良好态势，省台账 30

个项目已销号 29个。

无

1.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以

“五有”管护为目标，建立健全

管护机制，调动各级管护投入

积极性；2.强化督导评估。研

究制定片区建设项目和资金

管理办法（草稿），继续实行

月调度、定期通报、年度考核

评价制度，每月到现场进行督

导，及时反馈存在问题；3.持

续抓好安置区项目质量安全

监管。

李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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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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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村改社区试点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检视排查，形

成制度性成果，规范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推

进试点镇（街道）农村产权

交易市场建设。指导淄川区、

博山区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

基地及闲置住宅。

完成

1.编印《村改社区基层党建和

治理难题集中攻坚相关政策

文件汇编》作为工作指南和

政策参考，起草《关于规范

村改社区资产移交和分账核

算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

村改社区村集体经济组织规

范开展资产移交和分账核算

等工作；2.定期调度通报村改

社区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进展

情况，印发通报 5期；3.指导

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规

范建设与运营，2个区县的 3

个镇（街道）农村产权交易

服务站（临淄区稷下街道、

齐都镇，沂源县东里镇）已

建设完成并挂牌运营；4.指导

淄川区、博山区做好农村闲

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

用。博山区《建设养生庭院

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入选

山东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典型

案例推介目录；5.依托农业农

村智慧大脑综合服务平台，

搭建宅基地审批系统，推动

宅基地审批管理数字化。

无

1.对村改社区攻坚对象，组织

业务骨干下沉到镇（街道）、

社区,实行“定点包促、动态管

控”，确保改革工作按照既定目

标要求和完成时限有序推进；

2.指导试点村（社区）建立集

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完善议事

决策程序，建立起集体经济组

织规范运行的管理机制；3.继

续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

理，有序推进土地经营权流

转；4.支持博山区等选取部分

镇（街道）建设农村产权交易

服务站，通过示范带动全市农

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5.对依

托农业农村智慧大脑综合服

务平台搭建的宅基地审批系

统进行调试完善。

李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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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好脱贫人口和监测帮扶对

象人口自然变更。组织开展

社会帮扶活动。出台衔接资

金监管意见，加强对衔接资

金的监管。根据衔接资金下

达情况，及时做好项目论证、

立项。

完成

1.开展防止返贫监测

帮扶集中排查。新纳入

监测帮扶对象 27户 75

人。脱贫户 96237人，

比 2022 年 1月 1日自

然变更 1592 人；2.建

立完善 12 个行业部门

帮扶政策清单。发放跨

省就业享受政策劳动

力一次性补贴 5.1 万

元。创设乡村公益性岗

位，安置脱贫群众

1243人；3.印发《关于

做好 2022 年度市级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

通知》，会同财政部门

指导督促区县规范使

用、及时拨付衔接资

金；4.全市 2022 年度

计划实施衔接资金项

目 119个（产业发展项

目 59 个，农村小型基

础设施项目 60个），

计 划 总 投 资

22409.3602万元，已完

成县级审批并开工。

无

1.常态化开展防返贫监测预警

工作；持续做好脱贫人口和监

测帮扶对象人口自然变更和

数据清洗工作；2.继续保持帮

扶政策总体稳定。细化帮扶责

任清单，切实提高群众满意

度。继续发动全市帮扶干部定

期走访，落实帮扶措施；

3.强化衔接资金监督考核。定

期调度通报，配合财政部门加

强指导督导力度；4.持续抓好

项目建设进度，强化现场督促

指导，持续抓好建成项目资产

运营管护，保障已建成项目正

常运营。对 2022 年度项目，

做到手续完备、程序合规，嵌

入式监管项目实施全过程，争

取 50%以上项目年内完工。

李新胜
市农业农村局

（市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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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强化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提高环境风险

防范能力。

1.开展麦田病虫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推广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发布病虫情报 6 期

以上，制定技术意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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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期以上。3.加强源头减臭，

提升养殖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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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率保持在 90%以上。

完成

1.实行病虫周报制度，

发布病虫情报 6期，警

报 1期，制定各类技术

意见 5期；全市小麦统

防统治实施面积 350.64

万亩次；在保护地蔬菜

开展绿色防控技术试验

示范；2.印发《淄博市

2022年小麦中后期技术

意见》，发布淄博市土

壤墒情信息 13 期；3.

指导养殖场户落实粪污

资源化利用主体责任，

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1%。

无

1.继续做好病虫监测和预警，

指导科学防控；指导做好玉米

田的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2.

下半年开展秋种农作物施肥

技术指导，发布土壤墒情测报

6 期以上；3.宣传推介农牧循

环典型养殖企业，加快构建种

养结合的新型种养关系，促进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90%以上。

李新胜 市农业农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