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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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步打算

责任科室

（单位）
责任单位

83

扛牢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

全 政 治 责

任，全面完

成省下达的

粮食播种面

积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

务，稳定粮

食和重要农

副 产 品 产

能。

1.开展第二季

度耕地保护遥

感监测图斑核

查整改。2.抓好

春播、夏种、夏

收工作，督导区

县完成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

财政投资评审

和招投标。3.做
好生猪稳产保

供，提升规模场

生产管理水平；

制定夏季蔬菜

生产技术意见，

蔬菜产能稳定

在 55万吨左右。

完成

1.目前正对一季度遥感监测 678 个问题

线索进行整改。2.将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

务落实到区县，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8192 万元，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1788 万元，组织全市各级农技人员开展

春季和“三夏”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服务，

全市 151.13 万亩小麦实现丰产丰收、颗

粒归仓，秋粮实现应种尽种；各项目区县

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和招

投标工作，市级完成方案评审和批复，区

县项目已开工。3.开展国家级及省级畜禽

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推荐淄川区新希望

六和等四家企业申报畜禽养殖标准化示

范场，全市畜禽规模养殖达到 86%。制定

了全市夏季蔬菜生产管理指导技术意见，

二季度蔬菜产能 58万吨。

无

1.强化技术指导服务，落实

各项关键技术措施，提高

玉米单产水平；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调度和巡

监检查，严格管控施工进

度和质量。2.加强规模猪场

月度监测，保障生猪产业

健康发展；做好国家级和

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场验收工作；加强蔬菜生

产技术指导，加大蔬菜新

品种、新技术推广力度，

开展蔬菜生产信息监测。

种植业管理科

（2183081）
农田建设管理

科

市数字农业农

村发展中心

市畜牧渔业服

务中心

市农业机械事

业服务中心

市农业农村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84

深化全国农

村改革试验

区建设，培

育壮大 6 条

数字农业产

业链，加强

农机装备智

能化改造，

新建数字农

业典型应用

场 景 10 个

以上。

1.加快数字农

业农村重点项

目建设，力争项

目开工率达 50%
以上。2.落实智

能农机补贴等

惠农政策，抓好

智能农机装备

推广应用。

完成

1.全市数字农业农村重点项目开工

率达 88%。2.已向市财政局提交 2022
年度市级智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77.245万元申请，目前正在审批中。

农机装备转型升级工程完成年度投

资 1636 万元，新增北斗导航无人驾

驶辅助系统、植保无人机等 219台套。

无

加强调度督导，加快数字

农业农村重点项目建设。

落实市级智能农机补贴政

策，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数字专班

市农村改革发

展中心

乡村产业发展

科

市农机事业服

务中心

市农业农村局



85

大力发展特

色 高 值 农

业，因地制

宜发展中药

材、黄烟等

特色种植，

市级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

达 到 210
家。

1.支持中药材

龙头企业、中药

材专业合作社

建立优良种子、

种苗繁育基地，

因地制宜发展

药食兼用型药

材，拓宽药材市

场。2.全市 3个
育苗工场完成

黄烟育苗，供苗

面积 9000 亩，

完成黄烟大田

移栽，并指导烟

农做好大田管

理。3.组织开展

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评

选。

完成

1.开展了全市中药材种植情况调研，

组织举办了第一届药食同源中药材

营养论坛第四届中国齐艾文化节，推

动中药材产业发展。2.全市黄烟供苗

面积 9000亩，已全部完成大田移栽，

并积极推广“一水四剂”技术等，指

导做好大田管理。3.印发通知启动了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评选工作,

目前已完成区县申报材料审核。

无

1.开展全市中药材种植推

广情况调研，以山地作为

种植区域，引进中药材先

进品种和技术，加快技术

试验探索。2.加强烟田管

理，抓好烤房建设、管护，

落实好提高烟叶等级质量

相关规范，增加烟农收入。

3.公布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名单。

种植业管理科

（2183081）
市数字农业农

村发展中心

乡村产业发展

科

市农业农村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烟草专卖局



86

丰富乡村经

济形态，推

动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

发展，培育

壮大休闲农

业、乡村旅

游等富民产

业。

1.指导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镇

培育单位持续

提升，组织申报

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2.组织

开展市级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

评选。

完成

1.邀请业内知名专家来淄授课，从景

村联动、业态更新等角度为文旅强

镇、重点景区和乡村旅游特色村打开

发展思路。推荐池上镇上小峰村申报

创建 2023 年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指导博山区池上镇对照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镇创建标提前准备申报材料，

竞争全省 3个推荐名额。2.印发通知

启动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创建工作,
目前已完成各区县申报材料审核。

无

指导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

培育单位、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创建单位持续完善

提升。公布第二批市级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名单。

乡村产业发展

科（3182026）
市农业农村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87

巩固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

成果，建设

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推

广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

培育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

体，多渠道

发展壮大新

型农村集体

经济。

1.进一步扩大

镇（街道）农村

产权交易服务

场所建设数量。

2.对 2023 年示

范社培育对象

开展调研指导，

指导项目县开

展生产托管服

务。

完成

1.组织对建设完成的镇级农村产权交

易服务站开展区县验收和市级抽验。

截至 6月底，68个镇（街道）农村产

权交易服务站挂牌运行，累计完成各

类农村产权交易数 473宗。2.邀请农

业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领导到有关

区县对合作社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指导，印发《淄博市关于进一步规范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的指

导意见》，对项目实施作了进一步规

范。

无

1.进一步扩大农村产权交

易服务站建设范围，实现

镇级服务站应建尽建。2.
组织开展示范社创建，分

解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任

务，开展督导调研，指导

区县做好项目实施。

市农村改革发

展中心

（2772029）

市农业农村局

市委组织部

市供销社

88

加强乡村人

才 队 伍 建

设，积极引

进农业经营

管理人才，

培训高素质

农 民 6000
人以上。

完成农民培训

1950人。
完成 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训 1950人。 无

健全高素质农民培训保障

体系，强化调度督导，确

保完成年度培训任务。

科技教育与生

态农业科

（2162764）

市农业农村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89

完善防返贫

动态监测帮

扶机制，建

设市级以上

衔接推进区

6 个，增强

脱贫群众内

生 发 展 动

力。

1.抓好脱贫享

受政策人口和

监测帮扶对象

人口自然变更。

开展帮扶政策

落实情况常态

化调研，对省、

市督查考核发

现反馈问题督

促举一反三、抓

好整改。2.组织

实施市级以上

衔接推进区项

目建设，衔接资

金项目开工建

设。3.做好孝善

资金管理和公

示，完善收支台

账。配合市工商

联全面推进万

企兴万村行动。

完成

1.组织开展 2023 年防止返贫监测帮

扶集中排查，新纳入监测帮扶对象 47
户 120人。开展政策落实情况常态化

调研，走访脱贫享受政策户和防返贫

监测户 102户。召开国家、省级后评

估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对面上问

题全面排查、举一反三，确保各项帮

扶政策措施保持总体稳定。2.投入各

级衔接资金 2.36亿，策划实施衔接资

金项目 118个，目前项目已全部开工。

3.闭环管理孝善养老资金，目前发放

奖补资金 306万元，惠及 3.5万脱贫

老人。配合市工商联积极向省推荐典

型案例。

无

1.持续抓好防返贫动态监

测预警，确保符合标准的

困难群众及时纳入监测帮

扶范围。持续压实行业部

门帮扶责任，确保过渡期

内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开

展“四不两直”督查调研，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即

时整改。2.强化调度督导，

加快衔接资金项目建设进

度。3.深化干部结对帮扶，

提高干部结对帮扶实效

性。配合市工商联全面推

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督查考核组

信息统计组

计划财务科

社会扶贫、综

合协调组

项目管理组

市农业农村局

（市乡村振兴

局）



90

深入开展乡

村 建 设 行

动，争创乡

村振兴齐鲁

样板省级示

范区 2 个、

省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 20
个以上。

1.完成高青木

李、沂源沂河源

2个齐鲁样板省

级示范区季度

建设任务。2.实
地督导 2022 年

度省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建设

进度，项目完工

率超过 50%。

完成

1.2个齐鲁样板示范区已完成资金使

用项目方案调整，正在进行招投标等

前期工作。2.全市 2022年度 26个省

级美丽乡村累计完成投资 7071万元，

投资完成率 93%，整体建设进度达到

84%。

无

1.督促各区县严格按照实

施方案、施工规范有序推

进齐鲁样板示范区项目建

设。2.组织开展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市级验收。

农村事业促进

科（3880187）
市委农办秘书

科

市农业农村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水利局

92

推进农村基

础 设 施 建

设，深化农

村人居环境

整治，不断

提升农村生

活品质。

1.农村基础设

施网项目开工

率超过 50%。2.
制定出台全市

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 2023 年工

作要点，组织开

展月度考核。

完成

1.市农村基础设施网 2023 年市级重

点项目库包含项目 20 个，匡算年度

总投资 39.58亿元。截至 6月底，项

目已开工 19个，开工率 95%，完成投

资 11.46亿元。2.印发《淄博市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2023 年工作

要点》，提出 17项年度重点任务。组

织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大会战，制定考

评细则和考评办法，开展月度考评、

通报。

无

1.加强基础设施网项目进

展情况调度，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2.组织召开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

或现场会，推动各项任务

按照时序推进。持续做好

月度考评工作。

农村事业促进

科（3880187）

市农业农村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利局

注：责任单位中标注黑体的为牵头单位，其他单位为协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