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工作总结
及 2025 年工作计划

一、2024 年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聚力稳产保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一是粮食生产稳

步推进。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实施粮油绿色高产高效

行动，扎实推进2024年度全国小麦和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

2024 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183.4 万亩、占全市 25.1%，总产 84.9

万吨、占全市 27.8%，单产 463.2 公斤/亩、居全市首位。在全省

高产实打竞赛中，贾庄镇小庞家村大豆玉米复合种植产量 651.2

公斤/亩，位居全省第 3 位；贾庄镇前大村玉米产量 1012.8 公斤/

亩，位居全省第 7 位，全县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二是种业振兴

赋能增效。在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示范中心安排试验示范小区

1370 个，试验示范品种（品系）778 个。其中，新品种（品系）

展示品种 191 个，黄淮海和省市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及预备试验

品种 240 个，种植鉴定试验 156 个，小麦品种选拔试验 26 个，品

种比较试验 142 个，省农科院作物所试验品种 23 个。组织开展全

省小麦新品种区域试验与展示示范开放日活动、高产优质小麦新

品种中麦 578 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活动，为我县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贡献“种业”力量。三是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有力。

认真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强农惠农政策，

维护好各类种粮主体利益，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2024 年，按照

核定的补贴发放标准 121.35 元/亩，对核定的小麦种植面积



892827 亩，共发放补贴 10834.45 万元。2024 年全县小麦完全成

本保险参保面积 88.11 万亩，参保率 98.69%。玉米完全成本保险

和收入保险参保面积 91.82 万亩，参保率 97.29%，主粮作物保险

逐步实现全区域、全成本、全覆盖，农业保险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聚力高质高效，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一是农业龙头企

业持续壮大。落实国家、省、市三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

理办法，持续优化龙头企业队伍，在规模效益、创新发展和联农

带农方面突出的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中，推荐申报省级、国

家级龙头企业，促进企业提档升级，2024 年，我县 9 家农业企业

晋升市级龙头企业（占全市的 24.3%），5 个产业化联合体晋升市

级产业化联合体（占全市的 50%），个数名列各区县第一，全县市

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 69 家，其中省级 10 家、国家级 1 家。

二是产业平台载体不断完善。统筹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

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贾庄镇 2023

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谋划产业项目 8 个，其中 3 个项目已建设完

成，5 个项目正在有序推进，项目总体进度达到 85%。济南高更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高更调味料改扩建项目”、济南三兴食品有限

公司“蔬菜热杀菌罐藏食品项目”等 2024 年优势产业集群项目有

序推进。三是“千村提升”工程走深走实。2024 年，全县共有 412

个村纳入帮扶共建范围，涉及 12 个镇（街道）。截至目前，全县

412 个村集体收入 30 万元以下的行政村与 385 家企业已完成“万

人下乡、千村提升数字化调度平台”结对工作，实现了结对帮扶

全覆盖，有效保障了结对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确保帮扶



工作精准发力、精准落地。已录入平台实施联建项目 24 个，预计

总投资 7934.95 万元，覆盖村庄 48 个，带动就业人数 2620 人，

村集体预计增收 270.2 万元。

（三）聚力和美宜居，推动农村美丽升级。一是不断强化乡

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加快推进“椒香玉皇”衔接推进区项目建

设，玉皇香菇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期项目进度达到 98%以上；吕东村

彩椒大棚基地生产路提升项目 9 月初已完工，目前已验收并投入

使用；下水道整治提升、村庄道路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理提升、

村庄配套设施建设、村庄设施提升等 5 个项目，进度基本达到 97%

以上。加快推进“温泉花乡”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创建，

示范区于 2023 年 4 月批准创建，创建周期 2 年，计划投资 4.07

亿元，重点建设和美乡村、良种繁育基地、良种储备库、花卉综

合体等项目，目前示范区建设项目已完成市、县初验。二是加快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认真做好2023年度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创建。

怀仁镇王虎村、刚家村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于 2023 年 9 月批准创

建，创建周期 2 年，财政奖补资金 200 万元，重点对村内基础设

施进行完善、对村庄进行美化、绿化亮化，2024 年 9 月完成创建，

目前，市级已对创建工作进行初验。三是持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

制定印发《2024 年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要点》，明确整

治标准，分解具体任务，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

效。督促指导各镇街加大村庄公共空间整治力度，全面开展村庄

及周边环境整治行动，推动“三清一改”常态化，持续改善村容

村貌。截至目前，各镇街已累计出动人员 25.541 万余人次、机械



车辆 0.83 万余台次、清理“四大堆”3.16 万余处、沟渠（坑塘）

0.21 万余处，治理乱贴乱画 1.41 万余处，村容村貌显著提升。

（四）聚力强村富民，推动基层改革创新。一是做好农村“三

变”改革。2023 年开展的 181 个试点村已全部通过市级验收，2024

年新开展农村“三变”改革村 113 个，农村“三变”改革村累计

达到 294 个，占全县行政村的 57%，其中怀仁镇、张坊镇全域开展

试点。指导 2024 年改革村因地制宜选定品质原粮、淡水养殖、设

施大棚种植、大蒜种植、冷链仓储、肉牛蛋鸡养殖、农业社会化

服务等 10 余项主导产业，共理清改革村集体资产 73798.61 万元、

资源 82.28 万亩，聚集农户自有资产 11582 万元，落实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项目 151 个，预计可实现村集体增收 4952.95 万元，农

户增收 11965.31 万元。“商河县农村‘三变’改革破解集体村民

增收难题”被选为济南市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典型案例。二是加大

主体培育力度。聚焦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创建，

完成 5 家国家级、18 家省级、51 家市级、309 家县级示范社创建

任务，《商河县“逐级推进 四级联创”工作法，完成商河县国家

级农民合作社能力提升整县推进试点》获副省长陈平批示表扬。

三是优化资产管理服务。纵深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专

项整治，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全县 963 个自然村集体资

产总额净值 11.1 亿元（其中公益性资产净值 6.57 亿元、经营性

资产净值 4.53 亿元），签订经济合同 9726 份、年度合同金额

5277.06 万元，新增纳入台账管理资产 283 处 1653.73 万元，新增

纳入台账管理资源216.17亩，全县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进一步厘清。



四是巩固产权改革成果。强化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全县完成农村

产权交易 478 笔，交易金额 52458.93 万元。持续深化农村土地改

革，全县土地流转面积 46.30 万亩，土地托管面积 45.73 万亩，

土地规模经营化率达到 94.02%。

（五）聚力脱贫攻坚，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一是抓好防返贫

监测帮扶。不断健全“3218”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创新使用“四

步识别法”，已向各镇街发送行业部门预警信息 2916 条，督促镇

街开展防返贫日常排查和分析研判工作。2024 年，全县共有享受

政策脱贫户 4876 户 8717 人，防返贫监测户 72 户 238 人，累计纳

入 90 户 291 人，退出 18 户 53 人，其中 2024 年新纳入防返贫监

测户 6 户 18 人，消除风险退出 3 户 8 人。二是抓好帮扶政策落实。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通过入户走访，查看户档案

等内容，督促相关行业部门、各街镇及帮扶责任人严格落实教育

资助、基本医疗等各项政策措施，确保过渡期内保持各项帮扶政

策总体稳定。截至目前，累计发放齐鲁富民贷 6.13 亿元。“代缴

不享受其他资助参保政策的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居民医疗保险资

金 91.002 万元。列支近 60 万元衔接资金为全县所有建档立卡享

受政策脱贫户、动态监测户、存在较高致贫风险的农户以及帮扶

项目，购买防返贫综合惠民保险，确保全县脱贫人口不返贫、其

他人口不出现新致贫。三是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推进扶持发展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争取中央和省财政资金 1500 万元扶持

发展村集体经济，立足镇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定 6 个带动

能力强的产业项目，覆盖 30 个行政村，预计可带动 30 个村集体



年收入增收 90 万元。2024 年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使用衔接

资金建设产业项目 8 个，累计投入 3613.76 万元（含 4 万元自筹），

项目包含菌菇产业项目、蔬菜大棚、花卉种苗连栋温室、标准鸡

舍等，共覆盖 51 个自然村，每年预计帮助村集体增收 213.8 万元。

（六）聚力安全监管，推进安全责任落实。一是加强农业企

业隐患排查。制定《商河县农业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方案（2024—2026 年）》，明确 2024 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

召开 5 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进行风险问题研判，安排部署“解剖

式”现场检查及安全生产“审计式”监督检查服务工作。重点深

入 17 家农药生产企业进行“解剖式”监督检查，发现问题隐患 124

项，及时组织“回头看”，做好跟踪复查、对账销号，累计召开 6

次反馈培训会议，督促企业强化落实、建章立制、规范提升。二

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坚持县、镇和村三级监管网格联动，

实现“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产”“管”并举，

综合施策，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提升全县农产品质量监

管水平。截至目前，完成县级蔬菜风险隐患排查 511 批次，监督

抽查 70 批次，主要农产品合格率稳定在 98.5%以上。强化部门联

合，抓住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重点在水产批发、运输等环节

开展联合执法，落实水产品质量安全。抽检水产品 50 批次（其中

国家级 4 批次、省级 21 批次、市级 25 批次），全面提升农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三是做好农业农村领域执法。自县农业综合行政

大队成立以来，持续加强种子、农药、肥料、渔业、农产品质量

安全等方面的执法、监管力度，完善执法机制，加大涉农领域法



律法规宣传。2024 年以来，开展日常执法巡查 160 余次，出动执

法人员 520 人次，检查各类涉农生产、经营主体 360 家次，检查

涉农产品 1000 余个，渔业执法巡查 180 余次，开展高风险蔬菜农

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 10 余次，立案查处涉农领域违法案件 38

件，结案 32 件，挽回经济损失 110 万元。

二、存在问题

一是乡村产业发展质效需进一步提升。全县产业化发展水平

不高，产业链条短、融合度较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产业附加

值低，无法形成集约化生产和规模化效益。二是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受到较大制约。村干部队伍结构还不够优化，农村发展活力不

够高，村集体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整体质量不够高，村集体

经济超 100 万元的仅有 6 个，30 万元以下的占到全县行政村的

63.37%。三是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急需进一步激发。脱贫群众缺乏

劳动技术，无稳定收入来源，抗风险能力低，基层帮扶工作人员

数量锐减。帮扶项目建成后，受市场环境变化、承租主体经营状

况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出现闲置、低效等问题，未能发挥

应有效益，亟须研究盘活路径。

三、2025 年工作打算

（一）固根基，筑优势，抓好农业稳产保供。一是守牢粮食

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千方百计扩大粮食生产面积，做

好各种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工作，实施粮油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和商

河县玉米单产提升行动项目，扎实推进全国小麦和玉米单产提升

整建制推进县创建工作，确保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80 万亩



以上、产量稳定在 16 亿斤以上。二是加快推动现代种业发展。实

施种业振兴行动，不断优化粮食品种、品质结构，开展良种繁育、

种苗组培等种业创新，继续承办全省小麦、玉米新品种试验开放

活动，做好品种展示示范工作，提高我县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助

力省会“中国北方种业之都”建设。三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以绿色发展为统领，坚持以建设现代循

环农业为目标，通过政策扶持、项目带动，着力打造绿色循环农

业。

（二）强引擎，增动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一是优化产业

布局。深化现代高效农业“6+3”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温泉花

卉、现代种业等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二

是筑强平台载体。全力抓好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创建，提升优势特色产业生产、加工、

销售、服务能力，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步伐。三是壮大经营

主体。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力度，扎实推进家庭经营、合

作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

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三）提颜值，修内涵，深化片区示范带动。一是坚持规划

先行。全面深化乡村振兴四大片区，西部片区突出粮食良种、温

泉花卉，南部片区突出现代高效农业全产业链，北部片区突出农

文旅融合发展，东部片区突出品质原粮、精致果蔬。二是提升村

庄环境。持续牵头做好我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持续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推动“三清一改”常态化，提升清洁村庄整治

水平，巩固清洁村庄成果，推动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持续改善

村容村貌。三是抓好示范创建。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创推进，通过

整合资金、聚集要素，高质量完成省级衔接推进区创建、2024 年

度 2 个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创建、2025 年度衔接资金项目建设等

工作。

（四）抓创新，促增收，聚力强村富民改革。一是抓好农村

“三变”改革。指导全域改革试点镇以单村开展“三变”改革为

基础，积极探索采取单村独资、多村联建、村企合作等模式，进

一步整合资源，实现“帮带共建”、抱团发展；指导其他试点村

根据本村资源禀赋、结合上级扶持政策，选准 1—2 个发展项目，

带动村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股入股，共同发展，实现全县农

村“三变”改革提质扩面。二是加强村集体经营管理。深化土地

经营权改革，引导全县农村土地经营权规范流转。巩固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成果，做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规范提升宅基地审

批管理，积极探索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健全农村集

体“三资”监督管理体制机制，赋能激活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严

控村集体经营风险。

（五）守底线，保安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一是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紧盯农业安全生产重点领域，结合农业生产

特点，深入分析查找风险隐患、薄弱环节和管理漏洞，强化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敏感性，

全力抓好各项工作措施落细落地。二是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



治。坚持安全生产“三个必须”，进一步压实责任，坚决防范遏

制农业领域重特大事故发生，举一反三摸排风险隐患，加快整改

落实，坚决堵塞漏洞，确保安全稳定。三是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应

急响应。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农业重大自然

灾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人员备勤和物资储备，

健全与有关部门的应急联动机制，形成应急处置整体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