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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会签意见汇总表

会签单位 会签意见

是
否
采
纳

未采纳原
因，是否反
馈会签单
位并达成

一致意见。

市委组织
部

1、第 7页，“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入”
部分，将“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3万
元以上,其 中 5万元以上的村达到
5185个 ,占村逐案总数的 82.3%”，
修改为“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5万
元以上”。
2、 第 16页，表 2-1主要指标表第
15项，修改为“集体经济收入 10万
元以上村占比”，2020年现状值为
92.1%，2025年目标值为 100%。
3、 第 58页，“ (一)打造农村党组织
带头人队伍”部分，标题修改为“（一）
优化提升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内容
整段修改为：选优配强村“两委”成员
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深化落实村党组
织书记县级党委备案管理，健全履职情
况定期评估、动态调整机制,对不胜任不
尽职的及时予以调整。全面推行村党组
织书记专业化管理，实行专岗定责、开
展专业培训、落实专项激励,激发干事创
业热情。继续选聘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担
任乡镇党委“特聘组织员”，提高补贴
待遇，带动整片建强。实施村党组织书
记乡村振兴赋能培训，开展“乡村振兴
大比武”，提升履职能力。开展村党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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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书记“敲农门、听民声、办实事”
活动，建立常态化联系服务群众机制。
依托在外流动党员党组织建立“归雁回
引”工作站，常态化开展在外优秀人才
回引活动。实施村级后备人才“90后”
储各工程，落实“N+1”帮带机制，强
化实践锻炼。
4、 第 59页 ,“ (二)强化农村基层党
员队伍建设”部分第 3行，“深化党员
亮化记分管理”，修改为“深化党员量
化积分管理”。
5、 第 59页，“ (三)加大对基层组织
的保障力度”部分，内容整段修改为：
落实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村级组织运转
经费保障制度，2021年县域范围内平
均每村每年财政补助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不低于 11万元，建立正常增长机制，
以后年度视情况逐步提高。因地制宜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动成立村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联盟，持续加大财政扶持
发展力度，不断增强村级自我保障和服
务群众的能力。创新“整乡覆盖、全域
提升”第一书记选派模式，通过持续选
派，实现对全市所有镇街、所有村派驻
第一书记全覆盖,推 动重点突破、全域
提升。

市委编办

建议将第 78页“林业、农机等相关部
门要按照部门职责抓好落实”修改为
“自然资源和规划（林业）等相关部门
要按照部门职责抓好落实”

是

市妇联

1、建议删除第九章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建设文明和谐乡村第三条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一）加强农村思想道德
建设中：实施“新农村新生活新农民”
培训工程。

是

市发改委 无意见 是
市教育局 无意见 是
市科技局 无意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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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信局 无意见 是
市公安局 无意见 是
市财政局 无意见 是

市人社局

1、建议将第16页表2-1主要指标中：
“城乡（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水平”的 2020年现状值修改为
“170”、2025年目标值修改为
“220”；
2、建议将第 66页（二）中“建立城
乡均等化创业扶持体系，将小额……积
极开展农民工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对
符合条件的返乡农民工务工创业给予
补助和贷款支持”修改为“建立城乡均
等化创业扶持体系，积极开展农民工创
业培训和创业服务，对符合条件的返乡
农民工务工创业给予补助和贷款支
持”。

是

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

局

建议将第 8页（三）中“村庄规划未开
展”删除。

是

市生态环
境局

无意见 是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1、建议将“一是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一段中“完成农村厕所改造
9123户，改建农村公厕 1576座”修
改为“十三五期间共完成农村厕所改造
106万户，改建农村公厕 2393座”
2、建议将表“2-1主要指标表”中的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2025年目标
值删除
3、建议将“二、全域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中的“到 2025年，农村户用无公
害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100%”修改为
“到 2025年建立稳定运行的农村改
厕后续管护机制”
4、将“（一）扎实推进农村改厕”一段
修改为“对有改厕需求的村庄和农户，
因地制宜，合理选择改造模式，规范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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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流程，提升农村改厕质量水平。鼓励
农户结合新改建房屋进行自主改厕，引
导新改水冲式厕所入户进院。积极推动
农村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充分结合农
村庭院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逐步推动
厕所粪污就地就农就近消纳、综合利
用。完善农村改厕后续管护长效机制建
设，健全厕具维修、粪污清运、利用处
理服务体系。鼓励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组织市场化、专业化服务队伍，
形成规范化的管护制度。”

市交通运
输局

1、建议将第 57页第（二）条“以示
范县为载体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修改为“全面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
2、建议删除第 57页第（二）条“到
2025年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公交车比
例达到 100%”。

是

市城乡水
务局

建议在 34页（二）中“加快建设现代
农田排灌体系”后加“通过疏挖沟渠，
连通河道，治理泵站桥涵等措施，提高
农田排涝标准至 5年一遇，为实现“渠
入沟，沟入河，河入湖”和“农田不受
淹，作物不受灾”提供保障。”

是

市商务局

第 46页，“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这一条
建议修改为：扩大电商进村覆盖面。支
持特色农产品主打区打造县域电商产
业集聚区，扩大覆盖面。提高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质量，
支持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电商
园区（基地）等统筹服务能力，为电商
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专业运
营公司等主体提供市场开拓、资源对
接、业务指导等服务，提升农村电商应
用水平。加快农产品电子商务品牌化建
设，着力培育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
产品品牌。

是

市文化和 无意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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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局
市卫生健

康委
无意见 是

市市场监
管局

无意见 是

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

无意见 是

市乡村振
兴局

无意见 是

市气象局 无意见 是
市大数据

中心
无意见 是

市供销社 无意见 是
市农机发
展促进中

心
无意见 是

市畜牧业
发展中心

后附意见 是

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
会济宁监
管分局

无意见 是

中国人民
银行济宁
市中心支

行

无意见 是

任城区 无意见 是
兖州区 无意见 是
曲阜市 无意见 是
泗水县 无意见 是
邹城市 无意见 是
微山县 无意见 是
鱼台县 无意见 是
金乡县 无意见 是
嘉祥县 无意见 是
汶上县 无意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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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县
建议将第 24页表格中“梁山镇”修改
为梁山县。

是

高新区 无意见 是
太白湖新

区
无意见 是

经开区 无意见 是

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
关于《济宁市“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规划》的修改意见

市农业农村局：

《济宁市“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收悉。根

据我市畜牧业实际，建议修改如下：

1、前言第2段第3行“名优畜牧品种繁育基地”修改为：

“特色畜禽养殖基地。”
2、正文第 1页倒数第 3行“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到 98%”后面增加内容：“畜禽遗传资源丰富，品种数量占

全省四分之一，省级以上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 11个，各类

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70余家，其中国家级核心育种场1个，

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3、正文第 2页第 2行“发展鲁西黄牛、小尾寒羊、济

宁青山羊、微山麻鸭等规模养殖场区 3.6万处”修改为：“发

展各类畜禽规模养殖场、专业户区 8600余处”。
4、正文第 4页（四）科技装备水平不断提升”段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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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科技兴牧开启新跨越。培育自主核心品种，汶鑫黑

猪等地方品种选育和品牌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创建省级及以

上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2个，省级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

品牌 6个。加快数字畜牧进程，建设济宁市“智慧畜牧业”
平台，创建 4个省级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1个省级智能牧

场。全国首届畜牧文化论坛在我市召开举办。中国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农科院相继在我市建立“院士工作站”、

“教授工作站”，产学研结合逐渐紧密。”
5、正文第 10页第 10行的“鲁西黄牛”改为：“特色

畜禽”。
6、正文第 14页第 7行的“鲁西黄牛”改为：“特色畜

禽”。
7、正文第 16页表格“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2025

年目标值 95%”修改为：“91%”。
8、正文第 19页区域特点段落中“青山羊”修改为：“济

宁青山羊”。
9、正文第 32页第 3行“扩大泗水县和邹城市生猪出

栏量，稳定其他地区养殖规模，实现两地区生猪出栏量占全

市 1/2以上，到 2025年全市生猪存栏保持在 240万头左

右，全市国家级畜禽标准化养殖示范场达到 60家。”修改

为：“扩大泗水县、邹城市和汶上县生猪出栏量，稳定其他

地区养殖规模，实现两地区生猪出栏量占全市 1/2以上，到

2025年全市生猪存栏保持在 240万头左右，全市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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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标准化养殖示范场达到 30家。”
10、正文第 32 页第 16 行“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90%”修改为：“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88%。”
11、正文第 32页—33页第二段“构建现代饲料产业

体系”整段去掉。因为我市除奶牛用苜蓿等饲草作物，其他

肉牛、羊等因价格原因基本不用饲草饲喂。我市饲草资源贫

乏，目前无当时饲草品种。全市苜蓿集中种植面积仅有

3500亩，其他品种零星种植且较少，规模化种植的潜力不

大。牧草种植多为多年生植物，不适合轮作发展。

12、正文第 36页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整段修改为：

“建立全面的动物防疫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构建网络健全、

队伍稳定、保障有力、处置高效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加强

养殖场综合防疫管理，优化落实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

加强畜禽及畜禽产品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严格动物防疫条

件审查，强化调运监管，落实指定通道输入、隔离观察、落

地报告制度，严禁从疫区引进易感动物和动物产品；严厉打

击收购、屠宰、加工、经营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病死或者死

因不明的牛羊；加强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在生

产、经营和使用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坚决杜绝染疫动物及

产品流向市场。完善病死畜禽“统一收集+集中处理+线上监

控+保险托底”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养殖环节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优化 9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厂，建立健全线上病死畜禽信息监控平台，实现对病死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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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集到处理全程监控。强化动物疫病监测体系能力建设，

积极开展实验室检测，不断提升防疫体系软件和硬件实力。”
13、正文第 41页（三）健全畜禽良种繁育体系段修改

为：“实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基地提升、

企业扶优“四大行动”。制定完善全市畜禽良种繁育体系规划。

开展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实施大蒲莲猪、泗水裘皮羊等

濒临灭绝品种保种、扩群、增量，“十四五”末种群数量翻一

番，实现地方畜禽品种应保尽保，确保资源不丢失。支持利

用鲁西黄牛、小尾寒羊、济宁青山羊、大蒲莲猪、微山麻鸭、

汶上芦花鸡等地方特色畜禽种质资源，采用常规育种与现代

生物育种技术，重点培育“生长快、品质优、抗病力强、繁

殖力高”的畜禽新品种（系），深入发掘汶鑫黑猪、济宁红玉

鸡、梁山黑猪等市场前景广阔的畜禽新品种（系），打造济

宁特色“黄牛、青羊、黑猪、麻鸭、花鸡”畜禽品牌。扶持建

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畜禽种业企业和标准化种畜禽场，

形成以畜禽原种场为核心，一级（祖代）、二级（父母代）

种畜禽场为骨干，与区域生产布局相适应的畜禽良种繁育体

系。“十四五”期间，提档升级 10处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区、

库）、2处备份保种场，实现种质创新突破，建设完善建设

完善 1处国家级、1处省级核心育种场（站）和 10处市级

标准化种畜禽场；培育 3家现代化畜禽种业企业、4处畜禽

遗传资源创新研究基地。”
14、正文第 42页第 15行“鲁西黄牛、小尾寒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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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特色畜禽”。
15、正文第 50页倒数第 4行、第 51页倒数第 1页“到

2025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修改为：“到

2025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1%以上。”
16、正文第 50页第 7行“建立兽药、渔药销售使用可

追溯系统。”修改为：“完善兽药、渔药销售可追溯系统。”
17、正文第 75页第 2行“优先健全鲁西黄牛、小尾寒

羊、汶上芦花鸡、微山麻鸭、济宁青山羊等地区特色品种保

险联动机制，逐步建立覆盖全市畜禽品种的养殖保险体系。”
修改为：“优先健全生猪、肉牛等地区优势品种保险联动机

制，逐步建立覆盖全市畜禽的养殖保险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