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农业农村部门全力推进7项重点工作

打造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共同体“滨州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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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再创新高，守牢粮食
安全底线。创新实施粮食产能提升

“0543”工 程 。全 年 粮 食 实 现“ 三
增”，面积、总产、单产再创新高。全
省春季农业生产现场会在滨州召
开，在全省“三秋”农业生产会上作
典型发言。被表扬为“对全省夏粮总
产增加贡献较大市”，在落实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中列全省
第一名。

农业基础稳固夯实，助推粮食
生产能力提升。新建、提升高标准农
田 30.7 万亩，累计建成 522.7 万亩，
覆盖率近 90%，获省委省政府督查
奖励激励。加大盐碱地利用治理力
度，获批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

脱贫成果巩固提升，项目收益
居全省前列。脱贫攻坚项目年度收
益 1.2 亿元，居全省前列。脱贫劳动
力外出务工规模完成率140%，位居
全省第一。“织富工”劳务品牌入选
山东省劳务品牌名录。“三保障”和
饮水安全政策落实做法全省推广，
农村双改帮扶做法在全国推广，纾

困帮扶做法获评第五届全球最佳减
贫案例。

产业发展提档升级，荣获多项
“全省第一”。肉牛存栏量、出栏量、
屠宰量均居全省第一，争取肉牛增
量提质项目资金 4158 万元，全省第
一。全省肉牛增量提质项目推进会
在滨州召开。争取中央棉花提质增
效资金2900万元，全省第一。新增1
家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11 家省级
农业龙头企业，新增 1 家全国农业
产业强镇，获中央资金 1000 万元。
相关县区入选省级农业绿色发展、
农产品加工、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先
行县，共获省级资金1500万元。

农业品牌持续擦亮，品牌含金
量大幅提升。承办农民丰收节、盐碱
地成果展、牛肉贸易合作发展大会，
组织参加国内外推介活动 20 余场，

“食域滨州”品牌授权加盟企业达
110 家，市级以上知名品牌达 113
家。率先组织举办“齐鲁农超·好品
滨州”走进北京新发地采购交易会。
2 个案例入选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

典型案例。
科技兴农加快推进，创新赋能

促发展。2024 年，滨州获评全国平
安农机示范市；1 县获评全国棉花
制种大县；4 项技术入选 2024 年度
全省农业主推技术。全国首个国家
级“肉牛科技小院”落户我市，新引
入 3 个院士工作站。获批国家重点
人才工程等项目 5 个，引进海外高
端人才 18 人，获齐鲁农业科技奖 1
项。举办中英禽病国际研讨会，打造
中非国家联合实验室。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绿色农业
高效发展。在全省率先建立农膜科
学使用回收联席会议制度，承办全
省现场会，农膜回收率达 92.8%。入
选省级生态农场 12 家，数量居全省
第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90% 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5%
以上。农产品例行检测合格率维持
在 98% 以上，承办全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推进会议。

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农村改革
不断深化。高质量完成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 30 年、农业社会化服务创
新等全国改革试点任务。争取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1967
万元。争取上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项目资金 5590 万。1 家合作社入
选全国典型案例，5 家合作社入围
全国500强。

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和美乡村
“遍地开花”。新创建省级和美乡村
15 个，获奖励资金 1500 万元，省市
两级和美乡村累计达 736 个；扎实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农村面貌进一步改善。新建设省级
示范片区 4 个，获奖励资金 1.2 亿
元，梯次建设县级以上片区83个。

惠农保障持续强化，确保农业
生产稳定。新增“鲁担惠农贷”担
保贷款 16.2 亿元，累保金额达 116
亿元。首次开展设施农业贷款贴息，
为经营主体提供贴息资金 222.6 万
元。全年共争取上级资金28.3亿元；
兑付惠农补贴8.1亿元。

20252025年年，，让更多让更多““滨州经验滨州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市农业农村局按照全市党建统
领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议上的“七
个再加力”要求，结合全市农业农村
工作实际，全力推进 7 项重点工作

（即：“232”工作思路——夯实两个
基础、提升三大领域、强化双轮驱
动）。

夯实两个基础。夯实粮食产能
基础。以打造更高水平“齐鲁粮
仓”为目标，持续实施粮食产能提
升“0543”工程，确保粮食播种
面积稳定在880万亩以上、总产70
亿斤以上。严格落实稳定提升粮食
综合产能激励、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小麦最低收购价、农业保险等
粮食生产支持政策。高质量完成年
度高标准农田、沾化区盐碱地综合
利用试点项目建设任务，全面提升
粮食产能。夯实农民增收基础。新
建 210 个衔接资金项目，支持农户
发展特色种养、手工作坊等经营项
目，不断提升农户收入水平。持续
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年内新培
训高素质农民 2000 人以上，全面
提高农民致富能力。充分发挥农业

龙头企业联农带农作用，大力推广
“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
户”模式，让农民享受到更多产业
链增值收益。

提升三大领域。在特色产业领
域加速提质。接续实施好沿黄小
麦、肉牛、大豆 3 个国家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项目，重点抓好国家级玉米
产业集群项目申报工作。打造农业
全产业链条，持续向产业链末端、
价值链高端延伸，不断提升产品的
附加值，年内新培育 30 家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数达到 490
家。争创 1 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1 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引导
县区在改良品种、提升品质、延伸
链条上下功夫，培育壮大地方土特
产产业。在乡村建设领域加速提
档。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全力抓好 2024 年度 50 个省市级和
美乡村、2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
2 个省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
建设任务，在此基础上再积极争创
2 个以上省级片区。大力开展数字
乡村建设，2025 年新认定市级智

慧农业应用基地 4 个。加快实现农
业农村绿色发展，争取 2025 年绿
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项目，力争
全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不
低于 948 万亩，有机肥不低于 26
万吨，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不低于
1.12 万亩。在打造“好品滨州”领
域提标。围绕打造“好品滨州”，
持续提升滨州优质农产品品牌影
响力，培育市级以上农产品品牌
110 个。线下积极组织优质农产品
参加品牌推介会、农交会、农民
丰 收 节 等 活 动 ， 线 上 充 分 依 托

“齐鲁农超·好品滨州”品牌馆展
示交易平台，让更多滨州优质农产
品走出滨州、走向全国。及时总结
提炼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
典型案例，积极做好宣传和推广工
作。

强化双轮驱动。进一步强化农
村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整乡镇全域试
点。积极打造全国一流的社会化服
务体系，争取成为国家典型案例。
争取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资金 5000

万元以上，完成项目面积 50 万亩
以上。充分利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成果，积极探索“强村公司”“共
富工坊”等模式，探索联农带农增
收新路径。进一步强化科技兴农。
加快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选育小
麦、玉米优良新品种 20 个以上，
小麦良种繁育基地面积保持在 14
万亩以上。建设 10 个以上农业科
技示范展示基地，推广 30 项 （次）
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申报 1 个农业
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项目，实现
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新突破。全面
提升农机化装备水平，建设省、市
级区域性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 5 家
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93.6%以上。

全 市 农 业 农 村 部 门 按 照
“113388”工作体系，创新实干，奋
勇争先，全力打造乡村生产生活生
态共同体“滨州样板”，力争让更多

“滨州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推动滨州特色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
断提档升级。

2024 年，市农业农村局坚持“点线面相结合、一二
三产融合”的工作思路，在打造滨州特色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上持续发力，推动全市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乡村产
业不断提质、和美乡村加快建设，累计承办省级及以上
会议22次，相关负责同志作典型发言16次，获市级及时
表扬12次，相关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

成功举办“齐鲁农超·好品滨州”走进北京新发地采购交易会。

无人植保机飞防作业。

看着丰收的小麦，村民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邹平高新街道高标准农田里，大型现代化机械进行灌溉作业。

北斗导航精准播种履膜机完成无人驾驶精准覆膜。

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中裕食品的面条生产车间。 阳信县水落坡镇刘古良莳光村项目打造“一街一带七景”。

滨州全年粮食总产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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