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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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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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5月20日开展对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市级
评审工作，并于5月27日前完成批复工作。
②做好“三夏”生产准备工作。5月24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三夏”农业生产视频动员
会议，25日下发《关于全力以赴抓好“三夏
”生产的通知》。当前，我市备各类农业机
械5.6万台（套），备收割机1.2万台，备化
肥19.8万吨，备农药1200吨，充分保障了三
夏生产的需要。
③指导各县区做好小麦田间管理和春播工
作，据农情调度，截至5月23日，已完成麦
田浇水420万亩次，开展“一喷三防”458万
亩次。春播面积280万亩，其中玉米12万亩, 
花生150万亩, 地瓜36万亩，蔬菜57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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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做好小麦条锈病等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
16日到费县督导条锈病监测防控工作。目
前，全市已开展小麦条锈病监测调查面积
608.8万亩次，防治466.05万亩次,发布病虫
害情报2期。
②5月17日，对沂水、沂南县2021年度绿色
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进行市级初评，经审
验，沂水县粪肥还田任务指标完成率100%，
沂南县粪肥还田任务指标完成率88%；启动
实施了2022年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对兰陵
、沂南、蒙阴、沂水的申报实施主体进行了
随机现场抽查，完成水肥一体化示范区的测
绘和规划；指导临沭县、沂南县、沂水县、
蒙阴县共8家实施主体利用畜禽粪污开展堆
肥发酵，开展田间技术指导4次，取得了很
好的示范效果。
③5月16日下发通知调度各县区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汇总各县区
5月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台账
。
④印发《2022年全市农资打假专项治理“清
源”行动实施方案》；配合开展省级第一次
蔬菜水果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和例行监测205
批次，配合开展省级粮食质量安全监测80批
次；下发《关于做好2022年村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员选聘与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
步督促提升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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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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5月新建成3个安置区，分别是兰山区李官
镇桃花源社区、沂河苑社区、河东区九曲街
道寇家屯社区。截至5月底已累计建成安置
区12个，超额完成计划。
②5月6日，全省召开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工作
视频调度会议，5月15日召开全市美丽宜居
乡村现场调度会。5月23日至26日省自然资
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新阁同志，带队赴
我市实地调研督导我市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工
作开展情况。
③坚持“周督导通报”制度，截止5月
25日，市级专家督导检查累计的问题
183条，现已整改完成163条，剩余15条正在
整改中，同时专班深刻领会市领导关于已建
成安置区手续办理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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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政、医保、
教育、残联、住建等部门进行对接，整理形
成防返贫帮扶措施清单，指导对返贫致贫风
险人群及时进行针对性帮扶。5月19日，赴
平邑县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回
头看”工作，重点督导县级部门预警、镇级
信息办理、村级风险排查履责是否到位，防
返贫监测帮扶工作材料档案是否完整规范。
②开展扶贫资产运营督导。5月11日、5月26
日，赴沂南、沂水等6个县区督导脱贫攻坚
以来产业项目运营管护情况，查看资产巡查
台帐、收益分配、现场运营和档案整理等情
况，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反馈并督促整改。
③积极推进2022年度衔接推进区项目实施。
完成8个（省级衔接推进区沂水县2个推进区
合并为1个进行建设）和6个市级衔接推进区
的规划方案编制和项目立项审批工作。5月
25日，在费县召开全市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
进区建设启动仪式，全面启动推进区工作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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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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5月10日省厅公布第二批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认定名单，我市兰陵县、莒南县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通过认定。
②编制完成临沂市莒南县农产品加工业高质
量发展先行县建设方案，并联合市财政局行
文上报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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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市委农办文件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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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抓项目建设、加大
帮扶力度、强化招商引资、加大宣传推介、
强化政策扶持等措施，推动6个集群高质量
发展。
②已研究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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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5月7日到沂水县实地调研省级现代农业强
县有关项目谋划情况。
②5月10日组织编制完成现代农业强县实施
方案，报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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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专家对县区示范社、示范场填报数据
进行线上审核；②对县区报送的20个家庭农
场案例、33个农民合作社案例材料进行初筛
初审。
③到费县部分家庭农场进行了现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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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联合兰陵县到北京与中粮集团、新发地
市场对接，计划于5月22日在中粮国际祥云
小镇召开临沂优质农产品走进（北京）推介
会，并制定了推介会方案，因为疫情该项工
作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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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5月7日、17日分别到沂水县、兰山区现场
调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
②5月13日到金锣水务参加农村生活污水技
术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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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5月7日、10日、17日分别到沂水县、莒南
县、兰山区、费县现场督导省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创建情况。
②组织部分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参加“我最
喜爱的乡村齐鲁样板”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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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5月12日，《临沂农业农村工作》简报刊
发了《费县：乡村治理按下“数字快捷键”
》，主要介绍了费县作为国家级农村改革试
验区建设，在巩固乡村治理体系试点示范建
设中的成果。
②5月17日下发《临沂市乡村善治指数评价
体系》（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县区的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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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选拔管理办法评选出沂蒙乡村之星
200名，并于5月16日组织各县区进行了公示
、考察，履行公布程序；与市人社局联合修
订《临沂市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管理暂行
办法》，并结合新修订的《评定管理暂行办
法》开展农民职称申报评审、考察、公示工
作。
②组织相关县区农广校负责人、讲师团成员
参加“耕耘者”振兴计划管理工作培训班暨
师资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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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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4月28日-5月12日，组织我市平邑金银花
、罗庄陶瓷、蒙阴苹果、蒙山蜂蜜、沂蒙板
栗等优质地产品企业参与全国“双品网购节
”活动。
②4月全市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3.94亿
元，同比增长39.6%。截至4月底，全市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累计实现16.24亿元。
③联合市文旅局开展“山东手造·产自临沂
”特色乡村推荐工作。5月19日举办“山东
手造·产自临沂”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