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全县农业农村系统“两强一增”行动任务分解表

序号
五年总体目

标任务
2021年基数 2022年任务 实施区域（单位）及措施

牵头

领导

责任

科室

1
加强县、乡

（镇）农技队

伍建设

县、乡（镇）

农技人员在

编在岗率88%

县、乡（镇）农技

人员在编在岗率

92%

各乡镇、局属各事业单位、县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

1、做好调查摸底。召开农业农村局人事股、科技教育

股、各乡镇农村经济技术工作站、局属各事业单位（农

技推广中心、农业机械化管理服务中心、农广校、特色

农业站、种子管理站、植保站、土肥站、农业综合开民

中心、农科所、执法大队）、县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

主要负责人会议，安排部署县、乡（镇）农技员在编在

岗情况摸排工作，填报相关表格；要建立考勤和请销假

等制度。（3月底前）

2、做好问题整改。针对调查摸底中发现的问题，特别

是在编不在岗人员，要认真分析研究，制定整改措施，

做到一人一策，全力整改到位，确保农技人员在编在岗

在状态。（5月底前）

3、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一是考勤制度；二是请销假制

度；三是工作责任制度；四是工作奖惩制度；五是工作

业务制度等。（6月底前）

唐 峰

科教股、人

事股、农技

推广中心



2 培训高素质

农民
400 人 400 人

各乡镇
1、做好高素质农民培训需求摸底。下发需求摸底通知，

对年满 16 周岁，有参训意愿，正在从事或有意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务农农民、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

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服务等人员，做到应摸应摸，严格

按照申报程序进行逐级上报。根据各乡镇上报的名单，

研究确定 2022 年培训人员初步名单。（2月 10 日前）；

2、精心制定方案（4月底前）。一是制定实施方案。县

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按照全省实施方案精神，结合

实际，遴选培训机构，分解落实培训任务，制定实施方

案，并及时上报；二是制定教学计划。培训机构在县项

目管理部门指导下，依据实施方案及培训规范，自主组

合教学模块、自行设计培训课程，建立模块化课程体系，

制定每期培训班教学计划，经县项目主管部门审核批复

后实施。

3、扎实开展培训（4月至 10 月）。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和

教学计划开展培训，落实培训环节，创新培训方式，严

把培训时间和质量关。对象遴选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力

求对象精准；授课教师从各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师资库

遴选，每期培训班至少聘请1名省级及以上师资库成员；

优先遴选部省统编教材，保证参训学员人手一套省级以

上统编教材；每期培训班建立 5项制度（班主任制度、

第一堂课制度、学习培训考勤制度、满意度调查制度、

培训台账制度）。同时，抓好培训班日常管理和服务、

考核和颁发结业下等。

4、抓好管理服务（11 月底前）。培训结束后，及时建立

健全培训档案，按要求将相关信息录入农民教育培训信

息管理系统，落实跟踪联系服务，进行项目验收和项目

唐 峰 科教股



资金审计。

5、做好总结评价（12 月）。认真做好总结，及时上报。

按照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年度绩效评价的部署

和要求，做好年度项目实施情况自查自评工作。

3
收集保存各

类农业种质

资源

入国家库圃

资源 48 份
新增 6份

各乡镇

1、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组建普查工作队伍，4月下旬，

完成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领导小组成立、普

查工作队伍组建、普查方案制定。向县财政申请专项工

作经费。

2、工作部署与培训会。5月上旬，举办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征集培训班，全面部署并启动我县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

3、普查与征集。10 月底前，完成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征集工作，将普查数据录入填报系统并上报，征集的

张昕

杜兴立

种子站、农

科所、特色

站



种质资源送交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临时保存。

4、年度总结。11 月上旬前，完成种质资源普查与调查

数据汇总、种质资源普查报告、种质资源目录等技术报

告、年度工作总结等工作。

9
配合支持合

肥打造“种

业之都”。

按照有关政策要

求，配合支持合肥

打 造 “ 种 业 之

都”。

主动对接，根据上级相关方案要求推进。提纯复壮地方

品种（羊肚菌、芝麻、玉米、辣椒等）2个以上。
杜兴立 种子站

10 发展优质水

果 1万亩
0.6万亩左右 优质水果 0.7 万亩

发展重点为下楼镇、朝阳镇、黄湾镇

利用产业项目及自有资金发展葡萄 100 亩、草莓 1000

亩。

张昕 特色站

11

发展优质专

用 粮 食 270

万亩以上，优

质大豆 44 万

亩以上

优质专用小

麦 100 万亩，

优质大豆 20

万亩，优质玉

米 32 万亩。

优 质 专 用 小 麦

124.2 万亩、优质

大豆 23 万亩、优质

玉米 38 万亩。

各乡镇

发布优质大豆优质玉米发展指导性意见。其中优质大豆

以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创建为抓手。

9月份发布秋种工作意见，优质专用品牌粮食奖补意见。

张昕

农 业 发 展

与规划股、

特色站、农

技 推 广 中

心 、 植 保

站 、 农 科

所、土肥站

12
设施蔬菜面

积 发 展 到

5.31 万亩

3.98 万亩 4.52 万亩
重点开展以设施农业、规模化种植、土地流转等现代农

业建设，全面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张昕 特色站

13 食用菌产量

发 展 到 2.2

1.2 万 吨 ，

0.72 亿元

1.53 万吨、0.83 亿

元

重点区域杨疃镇、韦集镇、朝阳镇。

利用衔接资金匹配一批、奖补措施发展一批
张昕 特色站



万吨、产值

1.1 亿元

1、发布奖补政策预申报。

14
畜禽规模养

殖比重达 80%

以上

75% 77%

全县畜牧业生产按照“做强生猪、稳定家禽、发展牛羊、

兼顾特种“的发展思路，调整优化畜牧业发展结构和区

域布局，提升规模养殖比重。创建市级以上畜禽标准化

示范场 54 家，其中部省级畜禽标准化示范场 17 家，培

育养殖业示范家庭农场 53 个，建设各类畜禽规模养殖

场（小区）960 家。

蔡嶙
畜 牧 产 业

股

15
新增绿色养

殖池塘标准

化改造面积

150 亩 新增 150 亩
杨疃镇、尹集镇、冯庙镇、大庙乡利用油补资金对村塘

进行清淤、护坡等基础设施建设。
蔡嶙

畜 牧 兽 医

服务中心

16 稻渔综合种

养
0.03 万亩 新增 0.1 万亩，

实施地点朱集乡，利用油补资金对稻田加以改造发展稻

鱼综合养殖。
蔡嶙

畜 牧 兽 医

服务中心

17 区域公用品

牌

积极申报区域公用

品牌

3月下旬，与市农业农村局对接，学习《关于开展 2022

年“皖美农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征

集工作的通知》；

4月上旬，组织申报；

4月中旬，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对申报主体资格、申

报资料等进行汇总初审，研究确定推选名单；

4月下旬，名单报市农业农村局。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

股、市场与

信息化股、

特色站



18 企业品牌
积极组织申报企业

品牌

3月下旬，与市农业农村局对接，学习《关于开展 2022

年“皖美农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征

集工作的通知》；

4月上旬，组织申报；

4月中旬，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对申报主体资格、申

报资料等进行汇总初审，研究确定推选名单；

4月下旬，名单报市农业农村局。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

股、市场与

信息化股、

特色站

19 产品品牌 2个

3月下旬，与市农业农村局对接，学习《关于开展 2022

年“皖美农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征

集工作的通知》；

4月上旬，组织申报；

4月中旬，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对申报主体资格、申

报资料等进行汇总初审，研究确定推选名单；

4月下旬，名单报市农业农村局。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

股、市场与

信息化股、

特色站

20

新增绿色食

品、有机农产

品、地理标志

农产品

30 个
新认证 7个，累计

37 个

全县

1、1-12 月，持续加大全县“两品一标”宣传指导力度，

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指导的方式及时组织有意愿申报

“两品一标”新认证的生产经经单位开展现场检查、完

善申报材料；2、3-12 月，对到期续展的“两品一标”

产品加大指导力度，通过续展产品检测费减免的方式鼓

励企业及时续展。

冉凡茂 特色站

21

长三角绿色

农产品生产

加工供应基

地

1个（已认定

1个）

新增 2 个，累计 3

个

1、1月，向省厅推荐康美达和兴程申报创建省级基地；

2、3-12 月，对照省级示范基地建设标准，鼓励扩大生

产规模、提高基地产值和沪苏浙地区销售额，争取顺利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

股



通过省级认定；3、全面摸排年销售额超 1 亿元、产品

销沪苏浙金额占年销售收入比例 30%以上的企业，作为

我县储备基地。

23

农产品加工

总产值力争

达到 300 亿

元

159 亿元 180 亿元
支持和培育现有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做大做强，积极

培育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围绕本地资源优势，加大

“双招双引”工作力度；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

股

24

推进农作制

度创新，推广

应用间种、套

种、轮作等方

式

新增 5万亩，

1.3 月召开全县农作制度创新工作会议，在设备选型、

主要技术措施方面进行培训。相关村及大户填报申请

表。

2.4 月份出台休耕轮作及大豆玉米复核种植实施方案。

明确项目实施范围实施主体。

3.6-7 月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地籍信息进行核实，受益

主体进行审定，经公示后，年底前相关资金奖补到位。

4.8-9 月，完成项目总结，接受上级验收。

张昕

农 业 发 展

与规划股、

农 技 推 广

中心、农科

所 、 植 保

站、土肥站

25

主要农作物

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覆盖

率

90%以上 90%以上

各乡镇

1、取土化验。2试验示范。3、制定配方。4宣传培训。

1 月--5 月，化验室调试、药品仪器准备、条件具备进

行土样化验，第三方化验服务完成；小麦田间试验调查、

田间管理，春季作物施肥指导，定点监测田间作业情况

调查记载及相关工作。5月--7 月，完成小麦试验考种、

测产、植株化验、数据分析及试验报告；完成小麦测土

配方施肥效果调查报告并上报，完成肥料定点调查并上

报；化验数据录入数据库；安排落实玉米肥料试验；发

张昕 土肥站



布施肥建议卡。7 月--9 月，玉米试验田间管理、田间

调查；监测点作业情况调查记载及相关工作。9月--10

月，玉米试验考种、测产、植株样化验、数据分析及试

验报告；完成玉米施肥效果调查报告并上报；完成肥料

定点调查并上报；根据省市任务按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

范采集土壤样品。发布施肥建议卡。

26 化肥利用率

达 43%
41% 41.5%

各乡镇

1耕地质量和墒情监测。每月 3日、10 日、18 日、25

日墒情监测取样，次日监测数据上报。小麦、玉米生长

期田间调查。2、化肥利用率试验示范。1-5 月小麦肥料

利用率试验田间调查，6-7 月小麦肥料利用率试验考种、

数据分析、试验报告编写。6-11 月玉米肥料利用率试验

落实、田间调查、考种、数据分析、试验报告编写。3、

推广配方肥等新型 肥料。发布配方施肥建议卡，引民

农民按方施肥。4、推广使用有机肥。1-5 月做好商品有

机肥替代化肥试验示范田间调查对比。5、宣传推广科

学施肥技术。4 月推广农业农村局微信公众号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知识查询应用。

张昕 土肥站

27

主要农作物

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覆

盖率

50.4% 53%

各乡镇 1、推进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技术普及。2、推进专

业化统防统治快速发展。3、推进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

广。4、推进施药器械更新换代。5、推进农药减量控害

技术示范推广。

张昕 植保站

28 农药利用率

达 43%
41% 41.5%

各乡镇 1、准确监测预警，科学指导防治。2、加强植

保社会服务化建设。3、推进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4、

推进施药器械更新换代。5、推进农药减量控害技术示
张昕 植保站



范推广。

29
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达

95%以上

97.73% 稳定在 95%以上

各乡镇 1.畜禽规模养殖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 100%；

2.常态化指导畜禽规模养殖粪污处理设施规范运行；3.

推行固体粪污堆积发酵还田、液体粪污肥水还田，实现

畜禽粪污资源有效利用；4.推动全县 5个粪污集中收集

处理中心有效运行。

蔡嶙
畜 牧 产 业

股

30
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 98%
92% 97%

各乡镇

3月份，举办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工作推进会议，开展培

训，同时完成企业需求摸底工作；4-5 月份，印发年度

工作方案，逐步健全秸秆收储网络；6-11 月，指导企业

强化秸秆农业化利用（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促

进秸秆工业化利用（原料化、燃料化）。12 月，委托第

三方机构完成项目验收、审计（审核）、绩效评价，并

完成上级奖补资金拨付等工作。

王玉友

秸 秆 综 合

开 发 利 用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31
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率

达 85%以上

73% 75%

各乡镇

1、3-12 月持续强化宣传引导，提高生产、经营、使用

主体环保回收观念。

2、6月底前基本完成建立完善的村级示范回收点。

3、12 月底前完成与相关单位部门对接落实资源无害化

处理单位。

魏义明

植保站、农

业 综 合 执

法大队

32
废弃农膜回

收率达 85%以

上

81% 82%
各乡镇
1、6月底前完成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废旧农膜

回收利用工作。
魏义明

特色站、农

业 综 合 执

法大队



2、6 月底前完成开展农膜科学使用技术培训会。

3、4月中旬完成春季地膜推广应用任务 28900 亩

的可降解地膜领取、分发任务。

4、3-12 月持续加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宣传。

34 兽药安全使

用水平

兽药残留监

督抽检合格

率 98%以上

兽药残留监督抽检

合格率 98%以上，

新增实施养殖减抗

行动的规模养殖场

占总数 10%

各乡镇
蔡嶙

畜 牧 兽 医

服务中心

36 建设数字农

业工厂 4个

谋划数字农

业工厂建设
新增 1个

1、编制方案；

2、遴选实施主体；

3、指导实施主体开展建设；

4、组织验收

马良刚
市 场 与 信

息化股

37 建设数字农

业应用场景

谋划建设数

字农业应用

场景

新增 2个

各农业经营主体

1、编制方案；

2、遴选实施主体；

3、指导实施主体开展建设；

4、组织验收

马良刚
市 场 与 信

息化股

38

深入推进信

息进村入户，

加快益农信

息社标准化

推进益农信

息社可持续

运营

推进益农信息社可

持续运营

各乡镇

1、加强信息员指导培训力度；

2、加强与运营商沟通，提升益农社运营能力。

马良刚
市 场 与 信

息化股



规范化建设

40
大型复式智

能高效机械

占比

0.6% 0.78%

全县各乡镇

4月底前制定购置大型复式智能高效机械政策支持实施

方案。

5-12 月通过补贴政策落实，引导带动精量复式播种机

械、履带式联合收获机械、玉米籽粒收获机械等大型复

式智能高效机械的发展。

王玉友

来壮丽

农 机 化 管

理 服 务 中

心

41

粮食主产县

每乡镇建 1

个粮食烘干

中心

/ 新增 2个

实施地点：韦集镇街西头和游集镇九集村。

县农机推广站、相关乡镇农机站

3月完成选址和用地规划等前期工作；

4月完成机具选型和基础设施建设；

5-6 月完成设备采购和安装，做好设备试运转；
7-8 月试投入使用；

12 月底前完成建设并验收。

王玉友

来壮丽

农 机 化 管

理 服 务 中

心

42

推进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

范创建，打造

小麦、玉米、

大豆高标准

综合示范基

地 2个。

/ 新增 1个

实施地点：韦集镇丁李村、陈元村

县农机推广站、相关乡镇农机站

3月底完成选址和用地规划；

4月底前完成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5-11 月开展基地建设和农机化作业；
12 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并验收。

王玉友

来壮丽

农 机 化 管

理 服 务 中

心



43
部级全程机

械化生产示

范县

2019 年已完

成
持续巩固

农机化中心各股室站、校、各乡镇农机站

1.巩固示范成效。在我县获得 2019 年“全国第四批基

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的基础上，

立足我县机械化程度高、农机装备结构趋于合理的发展

优势，通过农机作业托管拉动，提高规模化水平，提高

农机利用率，进一步推动我县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高质量发展。

王玉友

来壮丽

农 机 化 管

理 服 务 中

心

44
经济作物生

产全程机化

率

/ 45%

全县各乡镇

3-4 月组织开展大宗蔬菜等经济作物机械化应用情况调

研，根据产业布局和调研情况，分层次提出需求和推广

重点；

4-12 月开展蔬菜机械化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培训，加快

机械的选型引进和购置，通过新增机械和引进社会化服

务提高经济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率。

王玉友

来壮丽

农 机 化 管

理 服 务 中

心、特色站

45
畜牧业生产

全程机械化

率

42% 45%

全县各乡镇

3-4 月组织开展畜牧业机械化应用情况调研，根据产业

布局和调研情况，分层次提出需求和推广重点；

4-12 月编制生猪养殖、黄牛养殖等养殖业机械发展清

单，加快机械的选型引进和购置，通过新增机械提高畜

牧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率。

蔡嶙

来壮丽

畜 牧 兽 医

服务中心、

农 机 化 管

理 服 务 中

心

46 渔业生产全

程机械化率
/ 45%

全县各乡镇

3-4 月组织开展渔业机械化应用情况调研，根据产业布

局和调研情况，分层次提出需求和推广重点；
4-12 月编制渔业机械发展清单，加快机械的选型引进和

蔡嶙

来壮丽

畜 牧 兽 医

服务中心、

农 机 化 管

理 服 务 中



购置，通过新增机械提高畜牧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率。 心

48

新增全程机

械化综合农

事服务中心 9

个

12 个 新增 2个

实施地点：灵城镇、禅堂镇

县农机中心农机管理股、相关乡镇农机站

3月份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4月份确立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主体单位；

9月前完成农事服务中建设；

12 月底前完成验收。

王玉友

来壮丽

农 机 化 管

理 服 务 中

心

49

培训农机合

作社理事长

80 名、农机

手 2000 名

/ 20 名/500 名

实施范围：全县

农机校、各乡镇农机站

3月份完成项目实施方案；

3月份至 11 月份，每月完成 50 名农机手培训；
7月前完成 20 名合作社理事长培训。

王玉友

来壮丽

农 机 化 管

理 服 务 中

心

50
因地制宜推

行“一户一

块田”改革

/

尊重群众意愿，有

条件的乡镇推进落

实

1、加大宣传力度（4-6 月份）

2、在娄庄镇选择 2 个村进行试点，进村入户实地调研

（6月底完成）

3、制定实施方案

4、持续推进落实

王玉友 农经中心

51 高标准农田 12 万亩 新建 20 万亩

项目区涉及黄湾镇、向阳镇、娄庄镇、杨疃镇、尹集镇、

游集镇、渔沟镇、大路乡、大庙镇、冯庙镇、浍沟镇、

禅堂镇、虞姬镇等 13 个乡镇。

1、市级评审批复。1 月 20 日，项目初步设计已通过市

级评审。

余福洲 农发中心



2、挂网公开招标。目前正在进行项目施工标和监理标

的招标准备工作，计划 3月初挂网。

3、项目开工建设。计划 4月初开工。

4、项目验收总结。12 月底全面建成。

52
高标准农田

改造提升
/ / 从 2023 年开始实施改造提升工程 余福洲 农发中心

53
高标准农田

建设整乡镇

推进工程

/

积极支持相关乡镇

申报整乡镇推进试

点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时跟进。 余福洲 农发中心

54

新增农产品

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冷库

库容

新增 2 个、

0.2万立方米

新增 2个、0.15 万

立方米

各乡镇

1、编制实施方案；

2、组织立项申报；

3、自主开展建设；

4、组织验收。

马良刚
市 场 与 信

息化股

55
实施农村居

民本地就业

“121”计划

/

建立台账，督促各

地抓好计划落实工

作

1. 摸底调查，建立需求台账。

2. 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技能水平。积极开展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大力培育乡村产业发展带头人。

3. 利用“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模式引导就

业。

4. 做好年度产业项目谋划，1-12 月加强项目调度，确

保项目及时竣工，提供就业岗位。

5. 1-12 月新培育规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 1家以上。持

续培育壮大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力争年

末达到 130 家。

唐峰

张昕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

发展股、科

技教育股、

特色站



56
深化农村改

革试验区建

设

/

有改革意愿的乡镇

申报省级农村改革

试验区，实施相关

改革试验任务

相关乡镇 王玉友 农经中心

57
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比例

达 65%

47.4% 55%

各乡镇

1、进一步加大土地流转政策宣传力度，健全土地流转

法律保障，规范土地流转政策机制。2、以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工作为抓手，鼓励集中连片流转土地，发展

设施农业和现代农业。3、加强土地流转流入主体财政

金融支持力度。4、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王玉友 农经中心

58

300 亩左右集

中连片适度

规模经营占

比达 50%

28% 32%
各乡镇 1）加大土地流转政策宣传 2）鼓励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集中连片种植
王玉友 农经中心

59

深入推进农

村闲置宅基

地和闲置农

房盘活利用

改革试点

深入推进试

点

增加 2 个有试点意

愿乡镇，开展试点

工作

3月底制定制定灵璧县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工作

方案
鲁作功 农经中心

60
“三变”改

革的村占比

达 90%

78.7% 82%

各乡镇

1、加强市场主体培育，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

用引导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通过股份合作方式，

组建经营实体。2、加强产业发展带头人培育，立足本

地资源禀赋，发展主导产业。3、规范项目建设，推进

王玉友 农经中心



“三变”改革项目库建设，选准项目，动态管理，制定

“三变”改革示范文本，加强合同指导管理。

61

50 万元以上

的集体经济

强村占比达

17%以上

11.37% 15%

持续落实县乡党政负责同志包联制度，指导

镇村两级巩固已建成项目成效，积极拓宽发

展渠道、优化发展模式，将持续做强做大产

业基础，引导更多社会资本、金融资金参与

集体经济发展。积极探索抱团模式、飞地模

式，鼓励符合条件的镇村整合资金资源，联

合发展，做大集体经济存量。精心制定《灵

璧县 2022 年度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

方案》1.前期准备阶段（2022 年 1月—4月）。

对 20 个中央和省重点扶持村、26 个市县重

点扶持村，建立工作台账，完成项目谋划，

组织指导乡镇申报发展项目，并实行动态调

整更新。4月底，完成 46个扶持村的项目审

批并启动项目建设。

2.全面有序推进（2022 年 5 月—11 月）。建

立调度工作台账，有序推进任务落实，同步

推动其他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工作，适时开

展阶段性总结。10 月底前项目工程全面完

工，完成验收和交付使用。

3.考核验收提升（2022 年 11 月—12 月）。开

王玉友 农经中心



展年度工作“回头看”，对部分重点任务进行

集中攻坚，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

小组开展全面考核验收。

62
乡村休闲旅

游年营业收

入

1.9 亿元
新增 0.2 亿元，累

计 2.1 亿元

各乡镇

1、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与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

深度融合，引导企业开发多元产品适应旅游市场，增加

绿色优质和特色农产品的供给。2、加强政策性担保公

司、涉农金融机构和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要素对

接，帮助解决发展中的融资需求。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

股

63 家庭农场
4006 4050

各乡镇

1.鼓励乡村本土能人、有返乡创业意愿和回报家乡愿

望的外出农民工、优秀农村生源大中专毕业生以及科技

人员等人才创办家庭农场。（全县家庭农场数量 6 月底

发展到 4020 家，11 月底发展到 4050 家）。

2.引导家庭农场规范化运营。引导发展种养结合、生

态循环等多种模式和农林牧渔等多种类型的家庭农场。

3.积极引导家庭农场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

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4.开展市、县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发展市级示范家庭

农场不低于 12 家（12 月前完成），发展县级示范冢农场

不低于 50 家（10 月前完成）。引导其在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应用先进技术、实施标准化生产、纵向延伸农业产

业链以及带动小农户发展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王玉友 农经中心



64 农民合作社 3347
稳定在 3350 个左

右

各乡镇

1）宣传、鼓励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成立合作社。2）稳

定合作社数量，做好合作社的规范建设。

王玉友 农经中心

65
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
461 600 个

各乡镇

1、培育一批规范化服务组织，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注册登录中国农服平台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2、

制定规范化农业生产社会化合同文本。3、健全服务质

量监督评价体系，加强行业管理。4、建设符合我县实

际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标准。5、推进在册植保服务

组织注册登录中国农服平台。

王玉友 农经中心



2022－2025年全县农业农村系统“两强一增”行动任务分解表

序号
五年总体目标任

务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5年实施区域

（单位）及任务

牵头

领导

责任

科室

1
加强县、乡（镇）

农技队伍建设

县、乡（镇）

农技人员

在编在岗

率 88%

县、乡（镇）

农技人员

在编在岗

率 88%

县、乡（镇）

农技人员

在编在岗

率92%以上

县 、 乡

（镇）农

技人员在

编在岗率

95%以上

县、乡（镇）

农技人员

在编在岗

率98%以上

县、乡（镇）

农技人员

在编在岗

率 100%

唐 峰

科 教 股

人 事 股

农 技 推

广中心

2 培训高素质农民 400人 400人 400人 400人 400人 400人 唐 峰 科教股

3 收集保存各类农

业种质资源
/ 录入国家

库 48 份
新增 6份 根据各地农业种质

资源实际分布开展

张昕

杜兴立
种子站、

农科所



9
配合支持合肥打

造 “ 种 业 之

都”。

/ /

按照有关

政策要求，

配合支持

合肥打造

“种业之

都”。

按照有关

政 策 要

求，配合

支持合肥

打造“种

业 之

都”。

按照有关

政策要求，

配合支持

合肥打造

“种业之

都”。

按照有关

政策要求，

配合支持

合肥打造

“种业之

都”。

各乡镇
张昕

杜兴立
种子站

10 发展优质水果 1

万亩
0.5多万亩

0.6 万亩左

右

新 增 0.1

万亩

新 增 0.1

万亩

新 增 0.1

万亩

新 增 0.5

万亩，达到

1万亩

张昕 特色站

11

发展优质专用粮

食 270万亩以上，

优质大豆 44万亩

以上

优质专小

麦96万亩，

优质大豆

15 万亩，优

质玉米 30

万亩。

优质专用

小 麦 100

万亩，优质

大豆 20 万

亩，优质玉

米 32 万

亩。

优质专用

小麦 124.2
万亩、优质

大豆 23 万

亩、优质玉

米 38 万

亩。

优质专用

小 麦 135

万亩，优

质大豆 30

万亩，优

质玉米 55

万亩。

优质专用

小 麦 140

万亩，优质

大豆 38 万

亩，优质玉

米 70 万

亩。

优质专用

小 麦 145

万亩优质

大豆 44 万

亩优质玉

米 81 万亩

各乡镇 张昕

农 业 发

展 与 规

划股、农

技 推 广

中心、农

科所、植

保站、土

肥站

12 设施蔬菜面积发

展到 5.31 万亩
/ 3.98万亩 4.52万亩 4.77万亩 5.03万亩 5.31万亩 张昕 特色站

13 食用菌产量发展

到 2.2 万吨、产
/

1.2 万吨，

0.72亿元

1.53万吨，

0.83亿元

1.72万吨，

0.9亿元

1.95万吨，

1亿元

2.2 万吨、

1.1亿元
张昕 特色站



值 1.1 亿元

14
畜禽规模养殖比

重达 80%以上
74% 75% 77% 79% 80% 80%以上 蔡嶙

畜 牧 产

业股

15
新增绿色养殖池

塘标准化改造面

积

/ 新 增 530
亩

新 增 150
亩

蔡嶙

畜 牧 兽

医 服 务

中心

16 稻渔综合种养 0.03 万亩
新 增 0.1

万亩，
蔡嶙

畜 牧 兽

医 服 务

中心

17 区域公用品牌

推进区域

公用品牌

建设

推进区域

公用品牌

建设

推进区域

公用品牌

建设

推进区域

公用品牌

建设

推进区域

公用品牌

建设

培育区域

公用品牌1
个

各乡镇，积极与上

级沟通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股、市

场 与 信

息化股、

特色站

18 企业品牌
推进企业

品牌建设

推进企业

品牌建设

培育企业

品牌 1个
培育企业

品牌 1个，

培育企业

品牌 1个，

培育企业

品牌 1个，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股、市

场 与 信

息化股、

特色站

19 产品品牌
推进产品

品牌建设

推进产品

品牌建设

培育产品

品牌 2个
培育产品

品牌 2个，

培育产品

品牌 4个，

培育产品

品牌 2个，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股、市



场 与 信

息化股、

特色站

20
新增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地

理标志农产品

三品一标

产品达到

45 个

新 认 证 1
个，

新 认 证 7
个，

新认证 2
个，

新 认 证 2
个，

新 认 证 2
个，

全县，不低于 43

个。
冉凡茂 特色站

21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8

个

0 个
1个（已认

定 1个）
新增 2个，新增 2个，新增 2个，

新 增 1
个，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股

22 百亿元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1家
0家 0家 新增 0家 持续巩固 持续巩固 持续巩固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股

23 农产品加工总产

值达到 300 亿元
159亿元 180亿元 220 亿元 250亿元 280亿元 300亿元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股

24

推进农作制度创

新，推广应用间

种、套种、轮作

等方式

0.83万亩 0万亩
新增 5 万

亩，

新增 1 万

亩，

新增 1 万

亩，

新增 1 万

亩，
各乡镇 张昕

农 业 发

展 与 规

划股、农

技 推 广

中心、农

科所、植

保站、土

肥站



25
主要农作物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覆

盖率

90% 90%以上 90%以上 90%以上 90%以上 90%以上 张昕 土肥站

26
化 肥 利 用 率 达

43%
40.4% 41% 41.5% 42% 42.5% 43% 张昕 土肥站

27
主要农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技术

覆盖率

43.5% 50.4% 53% 56% 58% 60% 张昕 植保站

28 农 药 利 用 率 达

43%
40.6% 41% 41.5% 42.0% 42.5% 43% 张昕 植保站

29
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 95%以上
93.2% 97.73%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蔡嶙

畜 牧 产

业股

30 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 98%
92% 92% 97% 97.2% 97.5% 98% 各乡镇 王玉友

秸 秆 综

合 开 发

利 用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室

31
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率达 85%以

上

70% 73% 75% 80% 83% 85% 魏义明

植保站、

执 法 大

队、



32 废弃农膜回收率

达 85%以上
80% 81% 82% 83% 84% 85% 魏义明

植保站、

执 法 大

队

33 加强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

强制免疫

动物疫病

的群体免

疫密度 90%

以上

强制免疫

动物疫病

的群体免

疫 密 度

90%以上

强制免疫

动物疫病

的群体免

疫密度90%

以上，组织

1家企业申

报无疫小

区

强制免疫

动物疫病

的群体免

疫 密 度

90%以上

强制免疫

动物疫病

的群体免

疫密度90%

以上，组织

1家企业申

报无疫小

区

强制免疫

动物疫病

的群体免

疫密度90%

以上

蔡嶙

畜 牧 兽

医 服 务

中心



34
兽药安全使用水

平

兽药残留

监督抽检

合格率 98%

以上

兽药残留

监督抽检

合 格 率

98%以上

兽药残留

监督抽检

合格率98%

以上,新增

实施养殖

减抗行动

的规模养

殖场 10%

兽药残留

监督抽检

合 格 率

98%以上,

新增实施

养殖减抗

行动的规

模养殖场

15%

兽药残留

监督抽检

合格率98%

以上,新增

实施养殖

减抗行动

的规模养

殖场 15%

兽药残留

监督抽检

合格率98%

以上,新增

实施养殖

减抗行动

的规模养

殖场 10%，

全县累计

50%的规模

养殖场实

施减抗行

动

蔡嶙

畜 牧 兽

医 服 务

中心

36 建设数字农业工

厂
/

谋划数字

农业工厂

建设

新增 1个，新增 1个，新增 1个，新增 1个，

1、编制方案；

2、遴选实施主

体；

3、指导实施主

体开展建设；

4、组织验收

马良刚

市 场 与

信 息 化

股

37
建设数字农业应

用场景
/

推进数字

农业应用

场景建设

新增 2个，新增 2个，新增 2个，新增 2个，
1、编制方案；

2、遴选实施主

体；

马良刚

市 场 与

信 息 化

股



3、指导实施主

体开展建设；

4、组织验收

38

深入推进信息进

村入户，加快益

农信息社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

已建益农

信 息 社

1046个

推进益农

信息社可

持续运营

推进益农

信息社可

持续运营

推进益农

信息社可

持续运营

推进益农

信息社可

持续运营

推进益农

信息社可

持续运营

1、加强信息员

指导培训力度；

2、加强与运

营商沟通，提升益

农社运营能力。

马良刚

市 场 与

信 息 化

股

39

全面梳理农机发

展需求，编制农

机装备需求和研

制清单

/ /
做好调研

准备工作

新增研制

1项，累计

2项

新增研制1

项，累计 2

项

新增研制1

项，累计三

项

1、积极引进农机装

备制造企业。
2、培育现有农机装

备制造企业。

3、壮大配套产业形

成产业集群。

王玉友

来壮丽

农 机 管

理 服 务

中心

40 大型复式智能高

效机械占比
/ 0.6% 0..78% 0.96% 1.14% 1.31%

农机中心各股室站校、

各乡镇农机站

1.通过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落实，引导带动精

量复式播种机械、履带

式联合收获机械、玉米

籽粒收获机械等大型

复式智能高效机械的

发展；

2.推广精少量播种、土

王 玉 友 来

壮丽

农机管理服

务中心



地深翻、病虫草害综合

防治植保机械作业技

术、化肥深施等机械化

技术的集成应用，推动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41
粮食主产县每乡镇

建1个粮食烘干中心
/ 7

新增 2 个，累

计新增 2 个

烘干中心

新增 2 个，

累计新增 4

个烘干中心

新增 2 个，累

计新增 6 个

烘干中心

新增 2个，累

计新增 8 个

烘干中心

农机推广站、相关乡镇

农机站

1.聚焦主要作物耕整

地、种植、植保、收获、

秸秆处理、烘干等六大

生产环节，创建小麦、

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

化高标准综合示范基

地。

2.以提高机械化、智能

化为重点，推广应用具

有前瞻性和示范引领

作用的高性能、智能

化、大型农机装备，打

造符合灵璧实际的适

度规模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样板。

3.在示范基地内推进

农机作业全程信息化

王 玉 友

来壮丽

农机 管理

服务中心



监测，实时监控生产作

业全过程，掌握生产进

度和作业质量，实现远

程信息化管理服务功

能。

42

推进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

示范创建，打造

小麦、玉米、大

豆高标准综合示

范基地 2个。

/ /
新增 1个，

累计新增1

个

做好总结

工作及运

营管理工

作

新增 1个，

累计新增2

个

做好总结

及后期运

营管理工

作

农机推广站、相关乡镇

农机站

1.聚焦主要作物耕整

地、种植、植保、收获、

秸秆处理、烘干等六大

生产环节，创建小麦、

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

化高标准综合示范基

地。

2.在示范基地内推进

农机作业全程信息化

监测，实时监控生产作

业全过程，掌握生产进

度和作业质量，实现远

程信息化管理服务功

能。

王 玉 友

来壮丽

农机 管理

服务中心



43 部级全程机械化

生产示范县

2019 年完

成
持续巩固 持续巩固 持续巩固 持续巩固 持续巩固

农机中心各股室

站、校、各乡镇农

机站

1.巩固示范成效。

在我县获得 2019

年“全国第四批基

本实现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的基础上，

立足我县机械化程

度高、农机装备结

构趋于合理的发展

优势，通过农机作

业托管拉动，提高

规模化水平，提高

农机利用率，进一

步推动我县粮食作

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高质量发展。

王 玉 友

来壮丽

农机 管理

服务中心

44 经济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率
/ 44% 48% 52% 58% 62%

农机中心各股室

站、校、各乡镇农

机站

1.有序推进全程全

面农机化发展和技

术普及应用。

2.政策引导加快农

王 玉 友

来壮丽

农机 管理

服务中心

特色站



机更新换代、优化

农机装备结构。

3.开展经济作物和

特色作物生产机械

化技术示范。

45 畜牧业生产全程

机械化率
39% 40% 45% 50% 55% 60%

蔡嶙

来壮丽

畜 牧 水

产 兽 医

服 务 中

心、农机

管理 服务

中心

46
渔业生产全程机

械化率
/ 43% 48% 53% 58% 61%

蔡嶙

来壮丽

畜 牧 水

产 兽 医

服 务 中

心、农机

管理 服务

中心

47 农机农艺融合示

范基地 2个
/ /

做好前期

调研准备

工作

新增1个，

累计 1个

新增 1个，

累计 2个

做好总结

及运营管

理工作

灵璧县 2个
王玉友

来壮丽

农机 管理

服务中心、

农 业 发

展 规 划

股



48
新增全程机械化

综合农事服务中

心 9个
/ 12 个

新增 2个，

累计 14 个

新增 3个，

累计17个

新增 2个，

累计 19 个

新增 2个，

累计 21 个

县农机中心农机管

理股、相关乡镇农

机站
1.依托“全程机械
化综合农事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立
足优化农机装备资
源配置，提升农机
社会化服务能力。
制定全程机械化综
合农事服务中心创
建工作实施方案，
坚持“自愿申报、
公开遴选、先建后
补”的原则，选择
具有一定基础和规
模的农机服务主体
承担项目建设，重
点支持农机作业、
技术培训、农机维
修等社会化服务及
信息化建设等。

王玉友

来壮丽

农机 管理

服务中心

49
培训农机合作社

理事长 80名、农

机手 2000名
/ / 20 名/年、

500名/年
20 名/年、

500名/年
20 名/年、

500名/年
20 名/年、

500名/年

农机校、各乡镇农

机站

1.强化农机化技术

常规培训。围绕着

节粮减损和高端智

王 玉 友

来壮丽

农机 管理

服务中心



能高质高效农机具

示范推广和技术培

训，精心制作课件，

采取集中培训与现

场培训相结合的方

式，深入到乡镇、

农机合作社开展农

机手技能培训，有

序推进全程全面农

机化发展和技术普

及应用。

2.以赛促学示范农

机化推广。适时开

展农机操作技术大

比武，通过举办联

合收割机、拖拉机

驾驶员操作技能大

比武活动，引导广

大农机手强技能提

素质，熟练掌握现

代农机装备的使

用，成为既懂管理

又会使用的复合型

现代农机管理者和

使用者。



50
因 地 制 宜 推 行

“一户一块田”

改革

/ /

尊重群众

意愿，指导

推动有改

革意愿的

镇村落实

尊重群众

意愿，指

导推动有

改革意愿

的镇村落

实

尊重群众

意愿，指导

推动有改

革意愿的

镇村落实

尊重群众

意愿，指导

推动有改

革意愿的

镇村落实

王玉友
农 经 中

心

51 高标准农田 12 20 余福洲
农 发 中

心

52
高标准农田改造

提升
/ / /

，
余福洲

农 发 中

心

53
高标准农田建设

整县推进工程
/ / / / /

申报整县

推进试点
余福洲

农 发 中

心



54

新增农产品产地

冷藏保鲜设施 8

个、冷库库容 0.6

万立方米

—

新增冷

藏保鲜设

施 2个、库

容 0.2万立

方米

新增冷

藏保鲜设

施 2个、库

容 0.15 万

立方米

新增冷

藏保鲜设

施 2 个、

库容 0.15
万立方米

新增冷

藏保鲜设

施 2个、库

容 0.15 万

立方米

新增冷

藏保鲜设

施 2个、库

容 0.15 万

立方米

各乡镇

1、编制实施方

案；

2、组织立项申

报；

3、自主开展建

设；

4、组织验收。

马良刚

市 场 与

信 息 化

股

55
实施农村居民本

地 就 业 “121”

计划

/ /

建立台账，

督促各乡

镇抓好计

划落实工

作

督促各乡

镇抓好计

划落实，

计划实施

取得初步

成效

督促各乡

镇抓好计

划落实，计

划实施取

得明显成

效

督促各乡

镇抓好计

划落实，计

划实施达

到预期效

果

唐峰

张昕

冉凡茂

科 技 教

育股、特

色站、乡

村 产 业

发展股

56
深化农村改革试

验区建设
/ /

有改革意

愿 的 县

（区）申报

省级农村

改革试验

区，实施相

关改革试

验任务

督促申报

成功的县

（区）做

好省农村

改革试验

任务

申报成功

的县（区）

做好省农

村改革试

验任务验

收工作，按

照省厅安

排，有改革

意愿的县

（区）申报

实施改革

任务的县

（区）做好

迎接省评

估工作准

备。

王玉友
农 经 中

心



新一轮改

革任务试

验区

57
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比例达 65%

46.9%。 47.4% 55% 58% 61.5% 65% 各乡镇

1、进一步加大土地

流转政策宣传力

度，健全土地流转

法律保障，规范土

地流转政策机制。

2、以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工作为抓

手，鼓励集中连片

流转土地，发展设

施农业和现代农

业。3、加强土地流

转流入主体财政金

融支持力度。4、加

大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

王玉友
农 经 中

心

58
300 亩左右集中

连片适度规模经

营占比达 50%

25% 28% 32% 38% 44% 50%

各乡镇 1）加大宣

传土地流转力度

2）鼓励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规模种植

王玉友
农 经 中

心

59 深入推进农村闲 深入推进 深入推进 增加 2 个 逐步推进 逐步推进 全面推进 鲁作功 农 经 中



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盘活利用改

革试点

试点 试点 有试点意

愿乡镇，开

展试点工

作

心

60
“三变”改革的

村占比达 90%
78.7% 82% 84% 86% 88% 90% 王玉友

农 经 中

心

61
50万元以上的集

体经济强村占比

达 17%

9.8% 11.37% 15% 16% 17% 17.8%

持续落实县乡党政负责

同志包联制度，突出发挥

县乡集体经济办公室统

筹协调作用，强化资源要

素支持和制度供给，进一

步完善政策上支持、工作

上配合、信息上共享的协

同推进机制。

王玉友
农 经 中

心

62 乡村休闲旅游年

营业收入
1.0亿元

新增 0.8亿
元，累计

1.9亿元

新增 0.2亿
元，累计

2.1亿元

新 增 0.3
亿元，累

计 2.4 亿

元

新增 0.3亿
元，累计

2.7亿元

新增 0.3亿
元，累计 3
亿元

灵璧县 3亿元 冉凡茂
乡 村 产

业股

63 家庭农场

3900 个 4000 个 4050 个 4100 个 4130 个 4150 个 各乡镇

1.鼓励乡村本土能人、

有返乡创业意愿和回报

家乡愿望的外出农民工、

优秀农村生源大中专毕

业生以及科技人员等人

才创办家庭农场。

2.引导家庭农场规范

化运营。

3.积极引导家庭农场

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王玉友
农 经 中

心



体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

机制。

4.开展市、县示范家

庭农场创建，引导其在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应用先

进技术、实施标准化生

产、纵向延伸农业产业链

以及带动小农户发展等

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64 农民合作社 3100 个 3350 个
稳 定 在

3350 个

稳 定 在

3350 个

稳 定 在

3350 个

稳 定 在

3350 个
各乡镇 王玉友

农 经 中

心

65 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
461 个 600 个 750 个 850 个 920 个

稳 定 在

1000 个左

右

王玉友
农 经 中

心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