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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临沂市粮食高产创建实施方案的 

通   知 

临政办发〔2013〕76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临沂临港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推进粮食高产

创建的意见》要求，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并印发《临沂市

粮食高产创建实施方案》，望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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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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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粮食高产创建实施方案 

 

为提升我市粮食生产能力，打造吨粮县、吨粮乡（镇），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推进粮食高产创建的意见》要

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围绕创建粮食高产示范方，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

目标，通过统筹农业发展规划，加强资源整合，增加资金投

入，改善粮食产地环境，完善基础生产条件，提高现代化物

质装备水平，加快集成技术的推广应用，集中打造“粮田集

中连片、土地平整肥沃、灌排设施完善、抗灾能力较强、综

合配套技术到位”的高标准、高产量的永久性示范田，形成

临沂特色的粮食高产创建模式。 

二、建设规划 

（一）工作任务：从今年开始，本着高起点、高标准建

设的原则，集中项目、资金、技术，从提升改造农田水利基

础条件入手，通过创新科技推广服务机制，落实各项综合措

施，真正使高产创建田成为粮食增产的带动园、现代农业的

样板园、科技推广的展示园、社会化服务的创新园。 

（二）创建目标：到 2017 年，全市建成 60 个粮食高

产创建示范方，建设面积 79.7 万亩。其中建设 10 万亩以上

的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 1 个，建设 3 万亩以上的示范方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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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亩以上的 56 个。主要分布在兰山区等 12 个县区（见附

表 1）。郯城县达到吨粮县，河东区、苍山县、沂南县、沂水

县、莒南县、平邑县、临沭县七个县区接近吨粮县指标。高

产创建粮田，小麦、玉米两季合计亩产达到 1100 公斤以上。 

（三）实施进度：到 2015 年建设完成 7 个粮食高产创

建示范方建设任务，面积 8.1 万亩。到 2017 年建设完成 1

个 10 万亩以上，3 个 3 万亩以上、面积 9.3 万亩，49 个 1

万亩以上、面积 52.2 万亩的高产创建示范方建设任务（见

附表 2）。 

三、建设内容 

1．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提升完善高产创建田

水利设施条件。按照“旱能浇、涝能排”高标准农田排灌工

程建设标准，搞好高产创建示范方内的水利排灌系统的续

建、改建、完善、配套建设，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增加

抗旱服务网点，增强抗灾减灾能力。二是加强农田林网和路

网建设。通过对高产创建示范方实行沟、渠、田、林、路统

一规划，综合治理，建成“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

连”的高标准农田林网，使之成为“沟通、路直、林茂、粮

丰”的高产稳产田。三是提高耕地质量。通过连片治理，规

模建设，全面推行深耕深松、秸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到

2015 年高产创建田深耕或深松要全面实施一遍。到 2017

年，高产创建田测土配方施肥、秸杆还田率达到 100%，土

壤有机质含量达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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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搞好农业机械化装备。围绕小麦、玉米关键生产技

术，加快收、耕、种和病虫防治等新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应

用，更好地实现农机农艺结合。高产创建示范乡（镇）、

村，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的作用，积极引导种粮大户、

合作服务组织，搞好集耕作、播种、施肥、喷药、收获等

联合作业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为粮

食高产创建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3．集成粮食增产技术模式。一是搞好良种繁育推广。

以良种补贴项目为依托，加快粮食优良品种的研发、选育，

重点搞好高产、优质、多抗新品种的推广应用。高产创建田

粮食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 100%，力争粮食重点乡镇达到一

村一品，高产创建示范方达到一方一品，充分发挥良种的增

产作用。二是大力推广高产栽培技术。小麦重点推广深翻整

地、宽幅精播半精播，氮肥后移，配方施肥、“一喷三防”

等技术；玉米重点推广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玉米“一增

四改”、适期晚收、“一防双减”等高产栽培技术；水稻重

点推广“精确定量栽培、旱育秧、软盘育秧、扩行少本、浅

插、水稻机械插秧、精确定量控制灌溉”等技术，各项增产

技术到田率达到 100%。三是加强抗灾减灾能力建设。突出

抗旱防涝和病虫害防治，建立和完善重大病虫害监测预报体

系、抗旱服务体系、植保服务体系、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应

对频繁发生的冬春干旱、晚霜冻害、病虫害等各种自然灾害

的能力达到 100%。每个粮食重点县区，重点扶持发展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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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龙头”型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对适合不同作物使

用的优良施药机械，以政府补贴的方式优先装备专业化服务

组织。 

4．实施粮食质量安全工程。加强农业产区周边环境的

保护，搞好工矿企业和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周边、污水排灌

区的监测，对粮食等重要敏感区域要加密监测、跟踪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在禁止生产区域

内进行土壤污染修复。实行以村为单位的农村清洁工程，因

地制宜搞好粪便、垃圾、污水等废物处理设施建设，防治农

业面源污染。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粮食高产创

建工作，实行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强化行政推动。县区、

乡镇人民政府都要成立高产创建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组，明

确任务、明确目标、明确责任，将高标准粮田建设任务分解

到乡镇，落实到村、到地块、到人员，并认真制定高产创建

实施方案、技术操作规程和检查考核办法，实行统一领导、

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实施，通过县、乡、村三级联动，确保

高产创建任务的完成。 

（二）落实工作责任制。县区政府是推进粮食高产创建

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将粮食高产创建项

目内容细化分解到有关部门。发改、财政、国土资源、水利、

农业综合开发等部门，具体负责各类支农项目和资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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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好相关方面资金，搞好土地整理、农田水利、中低产田

改造等相关的田、路、沟、渠基本建设；林业、电力部门负

责农田林网规划和农电配套建设；环保部门负责搞好产地环

境保护；农业、科技部门具体负责高产创建规划、实施方案

制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和科技措施落实。 

（三）增加资金投入。各县区要围绕粮食高产创建任务，

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支持粮食高产创建。要充分发挥资金集

约效应，整合项目资金，加大资金投入，各项支农资金、粮

食生产奖励资金重点向粮食高产创建乡（镇）、村倾斜，农

机购置补贴向大型动力机械、联合作业机械倾斜。要把千亿

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小农水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

理、种子工程、植保工程、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等项目

资金，按照“性质不变、渠道不乱、规模不减、各干其活、

各计其功”的原则，集中统筹到高产创建示范方，做到资金

投入有方向、有重点、出效果， 

（四）创新工作机制。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为重

点，按照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快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一是搞好土地流转，培育种粮大户。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

种粮大户带动作用，通过政策扶持，扩大种粮规模，调动七

在农田基本建设、仓储建设、农机装备等方面的投入积极性。

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农民合作社、各类专业服务组织等参与

粮食高产创建，对成效显著的给予适当奖励。二是大力扶持

专业合作组织，实行专业化社会服务。粮食主产区，要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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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种粮大户的同时，立足实际，建立和健全以粮食专业合作

社、农资专业合作社、农机服务合作社、农业植保专业服务

队等各类专业服务组织，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社会化服务功

能。三是建立完善农技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首先，建

立一支“县有技术专家、乡（镇）有技术骨干、村有技术员”

的三级科技服务队伍，争取用 3－5 年时间，每个行政村配

备 1－2 名农民技术员，切实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其次，通过增加改善交通、通信、网络等科技服务

手段，建立高效、快捷、反映灵活的服务机制。第三，通过

加强统的功能，实现粮食生产从种到收全程跟综服务。四是

加强粮食产销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粮食产业化发展。积极引

导企业投资建立粮食生产基地，鼓励建立大型粮食加工企

业，大力发展订单生产，加快建立规模适当、布局合理、仓

房完好、设施先进的粮食仓储物流体系，为粮食高产创建提

供有力支撑。 

（五）加强技术培训指导。主要组织专家和农业科技推

广人员，把近年来高产创建中形成的高产技术模式进行系统

整理，结合省培训内容，进一步配套组装，形成适应本区域

不同作物、简便易行、通俗易懂的标准化技术规程。县区组

织包括栽培、植保、土肥、农机等专业技术人员，采取到乡

镇培训的方法，对村委成员、种粮大户、科技带头户等人员

进行集中培训。同时，市、县、乡（镇）采取相结合的办法，

在关键时期组织专家定时间、定地块，对农业生产进行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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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严格项目管理。各项目县区要建立严格的高产创

建工作档案，对工作方案、工程建设、工作记录、培训资料、

测产报告、总结材料等及时进行建档立卡，通过图片、文字、

影像等形式进行全程记录，各项田间记录要具体详实，为项

目督查、考核、验收、推广提供依据。 

（七）加强宣传和督导检查。在高产创建实施过程中，

各级要加大宣传力度，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观摩，及时总

结和宣传高产创建典型经验。同时，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

力宣传粮食高产创建的意义和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此基础上，根据高产创建进展情况和作物生长季节，组织

相关人员，参照项目县区的实施方案和高产创建工作内容，

进行跟踪检查督导，及时发现、纠正存在的问题，确保粮食

高产创建工作扎实有效。   

（八）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市政府将高产创建工作

纳入政府科学发展观考核体系，对县区粮食高产创建工作进

行考核。对考核成绩突出的单位给予通报保障。各县区要按

照考核办法，严格落实奖惩政策，以促进各项工作的全面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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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临沂市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汇总表 

 

县区 面积（万亩） 主要乡镇、村数 

兰山区 2 汪沟、方城 2 个乡镇，涉及 16 个村 

罗庄区 5 褚墩、黄山 2 个乡镇，涉及 26 个村 

河东区 6.4 
汤头街道、太平街道、郑旺、八湖、凤凰

岭街道 5 个乡镇（街道），涉及 54 个村 

郯城 24.8 

郯城街道、泉源、归昌、杨集、李庄、高

峰头、红花、花园、马头、胜利、港上 11

个乡镇，涉及 162 个村和 2 个农场 

苍山 9.3 
兰陵、长城、向城、新兴、金岭、庄坞、

芦柞 7 个乡镇，涉及 70 个村 

莒南 5.8 
板泉、道口、岭泉、大店、十字路 5 个乡

镇，涉及 71 个村 

沂水 4 
许家湖、黄山铺、高桥、沙沟、马站 5 个

乡镇，涉及 73 个村 

平邑 2.3 仲村、卞桥 2 个乡镇，涉及 16 个村 

蒙阴 3.2 
垛庄、联城、常路 3 个乡镇，涉及 43 个

村 

费县 4.4 
梁邱、上冶、薛庄、南张庄 4 个乡镇，涉

及 46 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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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南 6.4 
辛集、砖埠、苏村、大庄 4 个乡镇，涉及

59 个村 

临沭 6.1 
白旄、曹庄、郑山、店头 4 个乡镇，涉及

33 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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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临沂市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分阶段建设任务分解表 
 

截止 2015 年建设完成的示范方个数 截止 2017 年建设完成的示范方个数 

≥10 万亩 ≥3 万亩 ≥1 万亩 ≥10 万亩 ≥3 万亩 ≥1 万亩 县区 

示范

方个

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合计 60 79.7 0 0 0 0 7 8.1 1 10.1 3 9.3 49 52.2 

兰山区 2 2                     2 2 

罗庄区 5 5                     5 5 

河东区 6 6.4                     6 6.4 

郯城县 11 24.8             1 10.1 2 6.1 8 8.6 

苍山县 7 9.3                 1 3.2 6 6.1 

莒南县 5 5.8         5 5.8             

沂水县 4 4                     4 4 

平邑县 2 2.3         2 2.3             

蒙阴县 3 3.2                     3 3.2 

费  县 4 4.4                     4 4.4 

沂南县 6 6.4                     6 6.4 

临沭县 5 6.1                     5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