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每月调度表

序号 重点工作 工作目标 6月进展

69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提
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水平，扎实推进吨粮县、
吨粮镇建设，新建高标准农
田63.6万亩，确保粮食总产
保持在83亿斤以上

新建高标准农田63.6万亩，扎实推
进吨粮县、吨粮镇建设，确保粮食
总产保持在83亿斤以上。

①抓好麦收工作，根据农情调度截止6月11日437万亩小麦全部收获完成，比去
年提前4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
②积极做好抗旱保夏播夏管工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抗旱工
作要求，成立各级帮包工作组2500多个，下派帮包干部9000余人，截止6月
24日，全市完成531万亩的夏播工作，完成补苗147万亩，追肥22.3万亩，中耕
除草114万亩，病虫害防治24万亩。
③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施工、监理招标工作：现已有1个县区完成施工、监
理招标，有6个县区完成施工单位招标财政评审，有4个县区完成监理招标。各
县区实施方案已完成市级评审批复。

70

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确保农产
品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
上。

全市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3.5万
亩，化肥农药使用总量继续保持递
减态势。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87%，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93.8%以上，全市废旧农膜回收率
达到90.5%以上，推动每个县区形成
1-2种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全市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
定在98%以上。

①6月9日，在蒙阴县召开全市2022年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推进会议,安排部署5
个项目县加快工作进度,突出关键环节,确保完成全年目标。6月21日-22日,同省
农技推广中心对沂南县、沂水县实施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进行调研指
导，重点检查指导了技术模式总结、工作机制优化和档案规范管理等内容。两
个项目县均已完成2021年任务目标，今年的各项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6月21-
22日对沂水县、沂南县6家畜禽粪污堆肥主体进行了现场调研和指导。
②6月10日，对各县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5月份落实情况进行通报。6月
20日，调度各县区6月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③联合市场监管局转发《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转发农明字
〔2022〕40号文件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化肥坑农害农违法行为的通知》，全面开
展肥料供需及质量管理情况调查。6月配合开展国家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7批
次，省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42批次，省级蔬菜水果质量安全监测100批次。今
年上半年累计抽检634批次，其中蔬菜水果质量安全监测505批次。



71
完成27个安置区建设任务，
确保建成安全满意工程，年
底前群众顺利搬迁入住。

完成24个在建安置区建设任务，确
保建成安全、精品、群众满意工
程，年底前群众顺利搬迁入住。

①6月份，全市共建成安置区9个，累计建成18个。6月8日，市委副书记、宣传
部长张宝亮同志组织召开全市抗旱保夏种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调度推进会，印
发了工作交办清单，要求近期重点抓好加快未建成安置区建设进度、2020年6月
前已建成安置区手续办理清零、全市已建成安置区群众满意度专项调研三项工
作。6月18日，组织收听收看全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坚持“
周督导通报”制度，截止6月27日，市级专家督导检查累计的问题209条，现已
整改完成205条，剩余4条正在整改中。 

72

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健全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坚决
防止返贫和新致贫。

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健全完善防返贫动
态监测帮扶机制，确保14.7万脱贫
享受政策人口稳定脱贫不返贫，坚
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培
育特色产业，加强扶贫资金资产运
营管护，提升3702个产业项目质
效，保障群众稳定增收受益；基本
完成9个省级、6个市级衔接乡村振
兴集中推进区建设项目。

①强化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沂蒙防返贫监测系统功能进行提升，将1.1万条新
增防返贫监测预警信息更新到系统；对县区防返贫监测帮扶工作开展督导，查
阅县乡村三级防返贫监测帮扶工作档案。 
②开展扶贫资产运营督导。采用查阅档案、现场复核、座谈交流等方式，开展
扶贫资产运营管理情况市级复查工作。共督导13个县区37个2016年以来的“微
”“小”项目，均运营良好、收益稳定，未出现闲置、损毁、租金未按时缴纳
的情况，发现的档案整理方面的问题已安排乡镇立查立改，现已全部整改完成
。
③积极推进2022年度衔接推进区项目实施。 全市计划实施省市衔接推进区项目
139个（其中省级衔接推进区项目96个、市级衔接推进区项目43个），覆盖497
个村、覆盖人口58.32万人（其中脱贫享受政策20848人），截至目前，所有项
目均已完成招投标，已开工项目80个，开工率57.55%。

74

实施农产品加工业突破行
动，开展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
业产业强镇、乡土产业名品
村“三级联创”。

年内力争新增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
业园1～2个、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强
镇1～2个、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100
个，支持1～2个有条件的县区创建
省级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先行
县。

①6月16日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元成陪同省农业农村厅领导到沂水
实地调研指导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情况。
②印发《关于开展2022年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示范创建的通知》，积极组织推
荐申报2022年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目前正在组织申报中。
③补充完善2022年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项目需求，并修改完善2022年农产品仓
储保鲜设施试点县申报书。
④费县上冶镇入选2022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莒南县成功争创2021年农产品加
工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县。



75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扶持力度，打造过百亿农
业产业集群6个，新增省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家，
评定市级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区12个。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
力度，打造过百亿农业产业集群
6个，力争新增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6家，评定市级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区12个。

①6月15日下发《临沂市100家农产品加工企业选派企业秘书名单》，精选100家
骨干农产品加工企业，选派企业秘书，加强帮包服务。
②成立市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印发《临沂市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培育壮大工作方案》（临农委办字〔2022〕14 号），成立6个农业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工作专班，推动6个集群高质量发展。制定临沂市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区创建标准。

76
支持有条件的县争创省级现
代农业强县。

争取省级现代农业强县1个。

①6月15日省农业农村厅核查组到沂水县对现代农业强县项目进行实地核查，对
创建方案提出修改意见，指导沂水县修改完善实施方案。
②6月24日，下发《关于做好现代农业强县政策争取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县区
认真学习现代农业强县的有关指标，查漏补缺，针对性提升。
③沂水县成功争创2021年现代农业强县。

77

引导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打
造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县
域样板2个以上，新增市级
示范农民合作社150家、家
庭农场100家。

打造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县域样
板2个以上，新增市级示范农民合作
社150家、家庭农场100家。

①支持指导蒙阴、兰陵实施全国、全省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组
织开展中期评估，形成评估报告。
②6月24日，举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视频培训班，邀请相关专家就如何开展
农民合作社辅导等内容进行指导培训，各县区、乡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
参加培训。
③开发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报和监测信息系统；下发《关于开展2022年市
级示范合作社申报及2020年示范社监测的通知》《关于开展2022年市级示范家
庭农场评定及2020年示范场监测的通知》组织评选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指
导家庭农场案例、农民合作社案例材料。

78

培育壮大平邑金银花、蒙阴
蜜桃、苍山蔬菜等地域优势
特色产业，持续开展“产自
临沂”优质农产品系列推介
活动。

培育壮大平邑金银花、蒙阴蜜桃、
苍山蔬菜等地域优势特色产业，继
续开展“产自临沂”优质农产品走
进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系列推介活
动。

①谋划“三年百城”推介活动方案，组织筹备2022山东（临沂）食品产业博览
会，活动申请已向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请示并获批。
②初步制定“沂蒙优质农产品走进长三角（南京）推介活动”筹备方案，目前
完成南京现场对接。
③组织申报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项目，莒南县、沂南县和临沭县入选，今
后三年将争取中央财政补贴资金9000万元。



81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扎实推进村容村
貌提升工作。

制定出台《临沂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并抓好落实
推进；开展好村庄清洁“春季战役
”等系列活动；全年组织4次集中检
查，检查村庄1000个左右。

①6月1日开始安排部署第二季度检查，共计划检查村庄352个，其中无人机队检
查272个，市直部门联合人工检查80个。
②6月13日制定印发《临沂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2022年工作要点》，组织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役”暨“实施村容村貌提升百日攻坚”行动，继续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并于6月17-18日召开美丽乡村建设暨村庄清洁行动现场推进
会议，交流部署工作。
③4月26日印发《临沂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

87
新增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45
个。

新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45个。
①6月1日到蒙阴县现场指导美丽乡村建设。委托第三方对45个省级示范村进行
现场检查，调度工作进展，平均完成进度96.2%。

91

推广乡村治理“积分制”“
清单制”，培育市级乡村治
理示范镇推广乡村治理“积
分制”“清单制”，培育市
级乡村治理示范镇30个。

推广运用乡村治理“积分制”“清
单制”；加强试点示范，评选市级
乡村治理示范镇30个、示范村100个
。

①6月23日下发《关于推广费县乡村治理积分制经验的通知》，持续做好推广工
作。
②制定乡村善治指数评价体系并下发。

95
推行“学院+中心+基地”等
方式，年内培训各类乡村振
兴人才2万人。

探索“学院+中心+基地”方式，全
年培育各类乡村振兴人才2万人（其
中培育高素质农民4000人）。

①修订完善《临沂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管理办法》，并开展农民职称备案
、公布工作，履行相关程序。
②梳理农业系列职称相关政策文件，起草2022年度职称申报通知。
③进行全市田间学校和培训基地实地调研，拟定市级田间学校管理办法，完成
2022年农民培训需求调研。
③组织评选沂蒙乡村之星200人，因1人审核不通过，最终确定199人名单。

97

促进农村电商、乡村旅游、
沂蒙手工等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更多农村产品和服务“
进城入市”，城市各类要素
和消费“上山下乡。

全市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40亿
元，积极推介精品休闲农业景点路
线。

①联合市文旅局完成“山东手造·产自临沂”特色乡村推荐工作。
②6月16日，市商务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举办“产自临沂”蒙阴蜜桃
直播季启动仪式，通过直播带货等线上销售方式，推动“蒙阴蜜桃”拓宽线上
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网络销售。
③郯城县顺利通过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中期绩效评价，获得“优秀”
等次。
④6月26日，举办”快赞临沂消费季“启动仪式，仪式上发布多项电商助农促消
费活动。
⑤截至5月，全市实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4亿元；1-5月累计实现20.6亿元，同
比增长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