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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切实做好“三夏”农业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农业农村局，高新区农业农村事业中心、南部生态产

业新城发展中心发展保障一部、文昌湖区农业农村和水利综

合服务中心，局属有关单位，局机关有关科室：

“三夏”农业生产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夏粮是口

粮，时间紧，任务重，事关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和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做好今年“三夏”农业生产工作意义重大。为高质量

完成“三夏”农业生产各项任务，全力夺取夏粮丰收，为全年

农业丰收打好基础，现作通知如下。

一、持续抓好麦田后期管理。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积极作为，狠抓麦田管理各项措施落实，全市小麦

苗情转化好于预期，丰收在望。目前，小麦已进入灌浆成熟

期，是小麦产量形成和品质提升的关键时期。各区县（含高

新区、经开区、文昌湖区，下同）要抓住麦田管理最后阶段，

抓实抓细关键措施落实，千方百计提高粒重。要按照《小麦

生产后期防灾减灾应急预案》（见附件 3），抓好防灾减灾，

重点做好大风、冰雹、干热风等防范工作。同时，继续强化

病虫害综合防治，确保小麦安全成熟、丰收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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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做好“三夏”各项准备工作。“三夏”农业生产

工作即将从南到北、自西向东陆续展开。各区县要切实加强

生产资料调剂供应保障，备足备齐种子、化肥、农药、农膜、

农机具等，确保满足农业生产需要。要联合市场监管、公安、

物价等部门，保持农资打假高压态势，净化农资市场，维护

好农民权益。要以农机维修网点和农业合作社为依托，开展

好农机具检修、保养和农机手培训工作，全面提高农机作业

效率和质量，夯实机收作业基础。

三、全力做好“抢收抢种”工作。合理调度农业机械，

组织好“三夏”农机作业，是确保小麦适时收获、秋作物适时

播种的关键。各区县要密切关注小麦成熟时间和天气变化，

在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组织协调好农机跨区

作业，科学引导机车合理流动。要重点做好“绿色通道”畅通、

农机用油供应、机具维修、市场供求等保障服务工作，做到

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收播统筹、压茬推进，确

保颗粒归仓、抢时早播。要加强农机作业安全隐患排查，落

实规范操作标准，确保“三夏”期间农机作业安全生产。要突

出小麦机收、玉米机播、粮食烘干三个主要环节，抓好机收

减损各项技术措施落实，营造减损降耗的浓厚氛围。

四、全面完成夏播任务。各区县要进一步压实粮食生产

责任，抓住夏播有利时机，对照市里下达的粮食生产目标任

务，倒排工期，分作物分品种落实好夏播面积，种足种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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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作物。要抓好撂荒耕地排查整改和复耕复种，优先用于粮

食种植，深挖粮食播种面积增加潜力。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对当前旱情及时进行会商研判，在指导农户做好借墒播种的

同时，针对旱情发展情况，充分挖掘一切水源，造墒播种，

做到应种尽种，确保不误农时。临淄区、桓台县、高青县、

高新区要一亩不少地落实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统

筹做好种子、机械调度，强化技术指导服务，真正实现“玉米

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桓台县、高青县要认真组织实

施好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集成推广好粮食绿色高效、高

产稳产技术措施，辐射带动全市粮食生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他区县也要积极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开展粮食高产创建示

范。

五、努力提高夏管服务水平。“种子落地，管字上马”。

要牢固树立抗灾夺丰收思想，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

预警预报，科学制定农业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全力做好农业

防灾救灾工作，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各级农技、土肥、

植保部门要立即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墒情、

查苗情、查病虫情，因地、因墒、因苗，科学制定田间管理

技术方案，组织农户科学运筹肥水，确保苗齐苗全苗壮，打

好秋季丰收基础。要加强病虫监测，及时发布病虫预报预警，

搞好统防统治、综合防治。要严密监测草地贪夜蛾发生动态，

提早制定防治预案，充分做好农药、器械等防控物资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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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强化区域联防联控、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千方百计

控制病虫扩散危害，确保不大面积成灾。

六、统筹抓好工作措施落实。市局成立由局党组书记、

局长任组长的“三夏”农业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并同时成立工

作督导指导组，采取分包区县的方式，开展工作督导和技术

指导服务，重点对夏粮收获、秋作物播种、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种植业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夏季农作物秸秆禁烧

等工作开展督导和技术指导服务。自 5 月 30 日至 6 月 30 日，

市级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并向社会公布值班电话（白天

8:30-17:00:2183081；夜间 17:30-次日 8:30:2766783），帮

助广大农户解决“三夏”农业生产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区县

也要参照市里的模式，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督导指导组，统

筹落实好各项措施，确保“三夏”生产工作顺利进行。

请各区县将值班电话于 5 月 27 日前报市农业农村局种

植业管理科，以便统一向社会公布。联系人：于振华，联系

电话：2183081。

附件：1.市“三夏”农业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市“三夏”农业生产工作督导指导组成员名单

　　  3.小麦生产后期防灾减灾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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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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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三夏”农业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杨溯易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市乡村振兴局局长

副组长：花光常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市农业机械事业

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一级调研员

　　　　张方孝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荆延东　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研究员

　　　　耿　军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张海军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农艺师

　　　　李国芳　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正高级农艺师

　　　　唐  仪　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

　　　　马志祥　市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科科长

王  敬  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教育和生态农业科

科长

　　齐鲁涛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

　　　　张昌生　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张方孝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齐

鲁涛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7—

附件 2

市“三夏”农业生产工作督导指导组成员名单

一　组：淄川区、周村区、临淄区

组　长：花光常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市农业机械事业

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一级调研员

成　员：荆延东　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研究员

　　　　张昌生　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

　　　　　　　　（兼联系人：15264383897）

　　王士龙　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

二　组：张店区、桓台县、经开区

组　长：梁文胜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市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

成　员：李国芳　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正高级农艺师

　　　　马志祥　市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科科长

　　　　　（兼联系人：15805331877）

　　　　　　苗中芹　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

三　组：高青县、文昌湖区

组　长：张方孝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张海军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农艺师

　　　　齐鲁涛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

　　　　　（兼联系人：13853326697）

　　　　　　蒋方山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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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组：博山区、沂源县、高新区

组　长：高　平　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成　员：耿　军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王  敬  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教育和生态农业科

科长

　　　　　（兼联系人：18560908117）

　　　　　　徐　刚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农艺师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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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生产后期防灾减灾应急预案

目前，我市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成熟期，也是小麦产量形

成的关键时期。距离小麦集中收获仅剩 10 天左右的时间，特

别是汛期临近，干热风、雷雨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明显增多，

加强小麦防灾减灾，对提高小麦粒重、减少灾害损失、实现丰

产丰收至关重要。为积极应对灾害性天气可能对小麦生产的影

响，依据《淄博市农业重特大自然灾害抗灾救灾应急预案》，

细化制定《小麦生产后期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如下。

一、工作原则

1.树牢责任，保障安全。坚决扛牢粮食生产责任，狠抓粮

食生产不放松，把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采

取综合防范措施，切实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2.以防为主，防抗救结合。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

全小麦后期自然灾害预警和处置工作机制，做到及时预警、快

速反应、有效预防、抗救有力，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3.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市农业农村局在市委、市政府和

市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市减灾委统一领导下，负责指导全市小

麦防灾减灾工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在本级党委、政府的统一

领导下，负责辖区内小麦防灾减灾。

二、组织机构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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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机构

市农业农村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相关单位、科室主要负

责人为成员的“三夏”农业生产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

组），统筹全市小麦后期防灾减灾工作。成立由局分管领导任

组长，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相关专业

技术人员为成员的工作督导指导组（以下简称督导指导组），

采取分包区县的方式，督导区县做好小麦后期防灾减灾工作督

导和技术指导服务。

2.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统一协

调。督导指导组负责组织专家深入小麦生产一线查勘灾情，指

导科学抗灾救灾和灾后补救；及时组织专家会商，形成防灾减

灾技术指导意见。

三、监测、预警

1.监测

加强与应急、水利、气象等部门沟通联系，建立稳定畅通

的灾害监测联动机制，及时获取灾害预警信息；加强农情调度

系统建设，畅通灾情信息报送渠道，及时发现、处置农业灾情，

建立有效的农业灾害监测机制。

2.灾情报送

（1）报送内容。包括灾害发生类型、时间、区域和受灾

作物的种类、面积、受灾程度、灾害损失、影响评价以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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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抗灾减灾救灾措施等。

（2）报送程序。各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应在灾害发生后 2

小时内，按照灾情报送内容要求，向市农业农村局和本区县政

府、应急管理部门报送灾情信息，对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

掌握的信息，应先行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了解核实，及时

补报详情。市农业农村局接到区县农业农村部门灾情报告后，

在 1 小时内进行审核、汇总、分析，按照灾情报送内容要求，

及时准确向省农业农村厅和市政府、市应急管理局报送灾情信

息。必要时应派出市级专家指导组现场核查灾情、评估影响、

指导抗灾。

3.预警

（1）预警途径。市农业农村局依据获取的灾情预警信息，

以文件、媒体平台、短信、微信等形式发布预警信息。各区县

农业农村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及时将灾害预警信息传达至农

民手中。

（2）预警内容。灾害发生类型、预计影响范围、警示事

项、应采取的措施等。

四、应急响应

按照干旱、洪涝、台风、风雹、干热风等灾害危害情况，

受灾面积较大的，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1.立即安排部署。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抗灾救灾与灾后

生产恢复工作会议，局属有关单位和局机关有关科室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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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督导指导组组长、成员参加，对抗灾救灾及灾后生产恢复

进行安排部署。

2.实行定期工作调度制度。及时掌握灾情发展及各有关单

位抗灾救灾、灾后生产恢复、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进展情况；

及时向省农业农村厅、市委、市政府报告。

3.组建工作指导组。派驻受灾较重地区指导抗灾救灾、灾

后生产恢复和灾后恢复重建；督促受灾区县参照市里做法，成

立工作组派驻受灾地区落实抗灾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措

施，不恢复生产不撤回。

4.规范使用救灾资金。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向上级申请、

拨付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监督农业生产救灾资金依法依规使用。

5.统筹救灾农资供给。建立农资需求对接机制，帮助受灾

地区调剂调运抗灾救灾及灾后生产恢复所需主要农资。

6.实行应急值守。自 5 月 30 日至 6 月 30 日，安排人员 24

小时应急值班。（白天 8：30-17：00：2183081；夜间 17：30-

次日 8：30：2766783）。

五、信息处理与发布

1.信息发布形式。灾害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

全面。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刊播新闻稿、组织报

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2.信息发布程序。灾害信息对外发布，应经领导小组组长

审核，授权有关单位对外发布。重要信息发布需报市委、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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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批准。

3.区县信息发布审核。受灾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对外发布的

灾情信息，应报市农业农村局审核备案。

六、保障措施

局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抗灾救灾、灾后生产恢复

及灾后恢复重建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等相关工作，保证抗

灾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