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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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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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63.6万亩，同步发展高效节
水10万亩，涉及10个县区，目前10个县区已全部完成施工
、监理招标工作并已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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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病虫害防治总结以及数据统计工作，11月15日到费
县上冶镇指导果树病虫害防控工作。
②全市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目前项目总体
完成率约90%，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新增水肥一体
化应用面积13.4万亩,已完成全年任务目标的99.99%。开
展水肥一体化项目实施现场督导和技术指导2次。对实施
的绿色种养循环试点项目进行阶段性总结。安排实施堆肥
还田和有机肥替代试验4处。
③11月21日，调度各县区农业废弃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开
展情况，汇总各县区10月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重点工
作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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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1月1日，省政府召开全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工作视频
调度会。会后我市组织召开了续会, 侯晓滨同志从“要深
化思想认识，要快速整改问题，要抓紧完善配套，要做好
群众工作，要公平公正分房，要持续攻坚发力。”五个方
面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②市督导组到临沭等县区查看安置区分房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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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1月11日，召开全市2022年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工作调度推进会议。调度推进各县
区按时高质量完成2022年度信息采集、集中排查、信息录
入等动态调整工作。将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监测帮扶对象
动态管理信息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做好数据疑
似问题核实修正。督促县区及时完成省局反馈和市反馈疑
似问题修正。
②全市计划实施2022年度衔接资金项目702个，项目总投
资134890.08万元。截至目前，已完成审批项目702个，已
开工项目683个，已完工项目624个，完工率88.89%。
③对接省厅，研究起草衔接推进区考核指标，督导县区基
本完成推进区项目建设和衔接资金报账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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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组织兰山区、河东区、临沭县编制2022年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创建方案，会同市财政局联合行文，于11月23日将
创建方案推荐到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
②指导县区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培育打造乡土产业名品村
。推荐123个村庄申报2022年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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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7月份、9月份已提前完成农业产业化国家、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监测和第9批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申报工作，新增国
家级龙头企业1家，推荐申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4家。
②11月23-25日召开全市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议，到农产
品加工企业等12个点进行现场观摩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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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1月22日，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元成带队
到费县、蒙阴县调研产业发展情况。
②沂水县现代农业强县的隆科特酶制剂、大地玉米、创优
生物、临沂禾普种禽种鸡养殖项目、七星柠檬柠檬酸色谱
提取新工艺项目已经启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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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9月份下发的《关于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服
务行动做好融资需求调度的函》，组织全市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辅导员进村入社（场）开展指导服务，了解合作社农
场发展状况，收集项目融资需求，已汇总有融资需求的项
目39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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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各县区督导、观摩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区打造工作。
②调度6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工作进展。
③联合市财政局印发关于转发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2022年度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国家农业产
业强镇建设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的通知，成立市大
花生产业集群项目工作组，加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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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委托无人机大队到各县区随机抽查村庄清洁行动开展情
况。各县区、镇街分别开展农村人居整治部署、检查等工
作。
②11月17、22日，分别到费县东蒙镇、蒙阴县垛庄镇实地
查看环境整治、片区创建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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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1月23日，根据省厅通知要求，组织县区提报验收评估
报告和自评表。
②11月28-30日，分组到各个创建村进行现场检查，完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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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印发《关于评选2022年度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的通知
》，组织县区开展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镇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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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
财政厅《关于做好第九届齐鲁乡村之星选拔推荐工作的通
知》（鲁农人字〔2022〕37号）要求，经过县区推荐、市
级专家评审推荐，产生了70名第九届齐鲁乡村之星推荐人
选，将推荐人选予以公示，相关材料已经报送省选拔管理
工作办公室。筹备新型新型职业农职称评定工作，对各县
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②组织临沭、罗庄、莒南、蒙阴、沂南等县区开展高素质
农民经营管理培训1200人，组织600余人农技人员开展县
级培训，培训800余名农业科技示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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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11月，组织涉农电商企业利用“双11”网络消费旺季扩
大农产品网络销售，“双11”期间实现农产品销售额3.4
亿元。
②1-10月，全市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累计实现44.3亿元，已
完成全年任务。
③开展开展休闲农业发展情况调查，汇总上报预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