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第三季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调度表

序

号
年度目标 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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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第三季度耕

地保护遥感监测图

斑核查整改。2.督导

检查粮食播种面积

落实情况，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完成

总投资的 70%以上。

3.做好生猪稳产保

供，推进畜禽规模

场数字化建设；制

定秋季蔬菜生产技

术意见，蔬菜产能

稳定在 40 万吨左

右。

完成

1.全力推进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非耕地问题核实处置，积极稳妥进

行整改和补划。截至 9月底，各区

县上报整改完成总面积 3.12万亩，

总整改率为 61%。2.完成秋粮播种

面积 199.99万亩，较上年增加 2.36
万亩。截至 9月底高标准农田项目

已完成总投资的 70%以上。3.根据

《关于开展 2023年度智慧畜牧业

应用基地认定创建工作的通知》，

组织申报 3处智慧畜牧业应用基

地，数得上材料已上报省农业农村

厅。制定了全市秋季蔬菜生产管理

指导技术意见，三季度全市蔬菜生

产形势平稳，蔬菜产能 44.2万吨。

无

1.抓好“三秋”生产，加强

高标准农田施工进度调

度和现场巡监检查，严格

管控施工进度和质量。2.
加强生猪生产监测预警

和技术指导，稳定生猪基

础产能。指导做好四季度

设施蔬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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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指导数字农

业农村重点项目建

设，力争项目开工

率达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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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9月底，全市数字农业农村

重点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2.下达

区县 2022 年度市级智能农机购置

补贴资金 77.245 万元，推广应用

数字化智能农机装备 360台套。

无

1.加强调度，加快项目建

设,打造更多数字农业农

村典型应用场景。2.强化

农机惠农政策宣传，加强

农机装备智能化改造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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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优质桔梗、丹

参等中药材，进行

品种更新和提纯复

壮，合理安排茬口

搭配，积极推介丹

参、黄芩、柴胡等

中药材种植。2.推进

黄烟专业化服务、

机械化作业、绿色

化生产，其中专业

化 植 保 占 比 达 到

40%、专业化采烤占

比达到 20%、机械

化起垄施肥占比达

到 60%、机械化拔

除 烟 秸 占 比 达 到

30%，试点热泵烤房

5支。3.组织开展乡

村产业监测调查工

作。

完成

1.引种全省不同品种的桔梗、丹参，通

过对比长势、产量等指标，筛选出丹

参 1号、鲁梗 1号、柴胡等优质品种，

更新我市品种结构。2.在烟叶起垄、植

保、采烤、拔杆等环节推进专业化服

务、机械化作业、绿色化生产，截至

目前，机械化起垄施肥占比达到 90%

以上，专业化植保面积占比达到 50%，

机械化拔除烟秸占比达到 33%。配置

5支热泵烤房，用电力替代煤炭烘烤。

3.印发通知组织对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经济效益、资产情况、负

债情况开展监测。

无

1.开展丹参、桔梗等药材

秋收生产技术指导。2.抓
好烟叶收购工作，严格落

实分品种单收单调，提高

烟叶收购等级纯度和质

量。3.完成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评选工作 ,
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达到 2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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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专

家现场指导，组织

开展乡村旅游带头

人精准培训。2.指导

各区县开展乡土产

业名品村培育。

完成

1.指导池上镇对照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镇标准持续提升，赴省内已创

建成功的临沂市铜井镇考察学习，

邀请省旅游行业协会民宿与乡村

旅游分会专家到池上镇现场指导。

邀请业内知名专家从运营管理、人

员培训和营销策划等方面对省级

精品文旅名镇、省级旅游民宿集聚

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等乡村旅游重

点单位带头人进行专题培训。2.印
发《关于继续开展省级乡土产业名

品村示范创建的通知》，组织各区

县开展申报，已上报省级乡土产业

名品村 64个。

无

1.指导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镇培育单位持续提升，

完善基础设施。完成太河

镇专家一对一辅导工作。

2.完成市级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评选工作,联合体

总数达到 2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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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村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示

范社认定，新认定

示范社 30家左右。

完成

1.截至 9月底，建成市级农村产权

交易平台 1个、县级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 7个、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

站 77个，累计完成各类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项目 748宗、成交额 2.92
亿元、节约增值 1104.35 万元。2.
组织开展示范创建申报工作，新确

定淄博淄川福汇林农产品专业合

作社等 30家示范社。

无

1.进一步扩大农村产权

交易服务站建设范围，完

善农村产权交易规则。2.
围绕《关于扶持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壮大的实施

意见》，聚焦重点目标任

务，循序渐进完善扶持政

策体系，推动合作社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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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
人，累计完成农民

培训 4470人。

完成

三季度完成农民培训 2520人，

，全市年度累计完成高素质农民培

训 4480人，完成年度培训任务的

75%。

无

督促区县加快高素质农

民培训工作进度，严格按

照有关培训管理制度规

范完成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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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全市防返贫

动态监测工作调度

会。继续开展帮扶

政策落实情况常态

化调研，确保各类

帮 扶 政 策 落 实 到

位。2.督促加快推进

市级以上衔接推进

区项目建设。持续

加 强 衔 接 资 金 监

管，督促加快资金

支付进度。3.加强脱

贫人口就业务工情

况监测，配合人社

部门加强乡村公益

性岗位管理。

完成

1.8月 7日，召开全市促进脱贫人

口增收和防返贫动态监测安排部

署会议。今年以来共开展政策落实

常态化调研 11次，走访脱享户和

重点监测户 130户，发现问题即时

整改。2.博山区源泉镇省级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实施的子

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平均建设进

度为 40%；14 个市级集中推进区

建设的子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平

均建设进度达到 50%以上。截至 9
月底，7个批次的中央、省、市衔

接资金已全部分配下达到区县，各

级衔接资金已支付完成 10969.15
万元，支付率为 28.91%。3.实施城

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年度

累计下发专项资金 3363 余万元，

开发脱贫人口公益性岗位 2934
个。

无

1.组织开展 2023 年度防

止返贫监测帮扶第二轮

排查和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信息采集工作。继续压

实行业部门帮扶责任，严

格按照“四个不摘”要求，

逐户逐人逐项抓好各项

帮扶政策落实。2.加大衔

接推进区督促指导力度，

落实好月调度、月通报制

度。联合市财政局开展资

金支付进度工作督导，落

实定期通报制度。3.强化

乡村公益性岗位管理，扩

大公益性岗位有关政策

的知晓度，引导脱贫人口

通过自身劳动巩固提升

脱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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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完成 2022年度省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项

目，组织区县开展

自查。

完成

1.高青木李、沂源沂河源 2个示范

区完成季度建设任务，其中沂河源

示范片区中酥梨基地、文化体验廊

道等四个项目已完成工程量的

80%。2.截至 9月底，2022年度 26
个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已全部

完成建设任务，区县也完成自查验

收工作。

无

1.开展调研督导，加快推

进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

项目建设。2.指导各任务

区县做好省级美丽乡村

建设查缺补漏工作，迎接

各级评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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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度投资完成

率超过 50%。2.召开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工作推进会，通报

工作进展，树立先

进典型。

完成

1.8个农村基础设施网省级项目库

项目均已开工，开工率 100%，完

成投资 8.33亿元，投资完成率

100%。2.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

示范片区工作推进会已于 8月 29
日召开。

无

持续做好农村人居环境

大提升月度考核工作，组

织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秋

季战役，助力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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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