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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2024〕11 号

安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丘市农业面源污染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办、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单位：

《安丘市农业面源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第二

十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

贯彻落实。

安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2 —

安丘市农业面源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切实保护农村环

境，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导，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为主线，坚持发展和保护并重，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

合治理的原则，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走出一条

具有安丘特色的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

代农业发展道路。

二、任务目标

到 2024 年底，全市重点区域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6%、农膜回收率达到 94%以上，化

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进一步提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网络实现常态化、制度化运行，防治模式和运

行机制基本建立，农业资源环境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明

显提高，农业生态服务功能明显增强，农业生态文明程度明显提

高。

三、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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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农膜科学使用和废旧农膜回收。强化地膜规范使

用，严禁厚度低于 0.01mm 非标地膜在农业生产上使用，农业农

村、市场监管、工信等部门单位联合开展非标地膜生产、销售和

使用监督检查行动，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和使用不达标地膜的违

法行为。健全完善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充分发挥全市 24 处镇级

废弃农膜回收点功能，引导种植农户规范使用标准地膜、参与地

膜回收，减少“白色污染”。扎实实施地膜科学使用与回收试点

项目，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 3 万亩，确保地膜回收率达到 85%以

上，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94%以上。

（二）推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强化示范带动，以大汶河

农业公司、马王芳凤公司、驰瑞农服等农作物秸秆利用企业为主

体，探索秸秆综合利用新技术、新模式，建立健全市场化长效机

制，年内带动处理农作物秸秆 20 万吨以上。争取实施 2024 年中

央财政补助的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因地制宜推广深耕还

田、堆沤腐熟后还田、饲料过腹还田、植物纤维提取、打捆直燃

供能、生产生物质颗粒等方式，推动农作物秸秆肥料化、饲料化、

能源化、原料化、基料化，到 2024 年底，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稳定在 96%以上。

（三）实施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利用

农作物病虫害智能化监测点，结合大田普查和定点调查，发布病

虫情报 10 期以上，指导适期防治病虫害。发挥长生源生态家庭

农场等 8 处绿色防控示范区带动作用，引领推广生态调控、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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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控、生物防治、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技术，集成推广全程绿色

防控技术模式，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达到 50%以上。扎实

开展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重点的统防统治服务作业，年内

实现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四）实施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强化试验示范，跟踪 2 万亩

冬小麦化肥减量示范区，建设玉米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 1 万亩，加

快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等技术推广，推动全市化肥使用量实现

零增长。深化普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制定发布主要作物施肥配

方，引导企业按方生产、农民按需选购，鼓励肥料产销企业开展

个性化、定制化、保姆式服务，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

95%以上。因地制宜推广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年内新增面积 1.3

万亩。

（五）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镇街区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持续开展田间地头清洁行动，组织各村集中捡拾回收散落

在田间地头的“农药瓶”“农药袋”，确保收集全覆盖。市农安中

心、市农业农村部门落实部门职责，对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

单位回收容器和建立回收台帐进行监督检查，对未执行销售回收

制度、未建立回收台账以及随意丢弃或者堆放农药包装废弃物等

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引导农药使用者主动

送交废弃物，年内发放宣传材料 2000 份以上，对全市农资经营

从业人员全部轮训一次。环卫园林科技集团负责村级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桶的管理，及时对农药经销点、村级回收点存放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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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开展定期收运处置。

四、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4 年 3 月）。成立市级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成员分工，开展宣传发动，营造良好氛围。将全市年

度目标任务逐级分解，明确到人。层层压实各镇街区属地责任，

指导成立工作专班，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

（二）实施推动阶段（2024 年 3 月至 6 月）。整合地膜科

学使用与回收试点、秸秆综合利用、“一喷三防”等项目资金，

有力支撑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秸秆资源化利用、化肥农药减量等

工作开展。强化部门联动，加大执法力度，农安、农业农村、市

场监管、工信等部门扎实开展联合检查，严厉打击处理生产、销

售和使用不达标地膜，随意丢弃或者堆放农药包装废弃物等行

为。建立周调度、月小结、季度考核、年底总结的工作机制，确

保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4 年 6 月）。组织各镇街区开展

自查验收，同时成立督查小组，开展现场检查，检查成绩纳入年

底考核，并形成工作总结报告。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为组长，

农业农村、财政等有关市直部门及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

主要负责同志等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分管领导同志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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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关部门为成员的综合协调组，农业农村部门成立分管局长

为组长，相关业务科室为成员的现场督查组，负责技术指导、督

导调度、文字材料整理以及数据统计等工作，构建上下联动、多

方协同的工作格局。各镇街区要成立相应的工作专班，明确细化

责任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工作举措等内容，确保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工作高效落实。

（二）健全工作机制。探索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企业自筹和

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生产者实施清洁生

产。强化资金支撑保障，推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废旧农膜回

收、化肥农药减量、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等工作深入推进，

培育壮大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市场主体，探索建立保护与治理

成效机制，对实施标准化生产、绿色防控、统防统治、应用水肥

一体化技术的园区，在项目扶持、产品认证、评优方面予以倾斜。

（三）加强督导检查。将此项工作纳入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

绩效考核，加强对工作的督导、考核和评估。生态环境、农业农

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要落实行业主管责任，从生

产、销售、流通、使用等各个环节方面，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的

防治力度。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延伸触角，举一反三，认真

梳理排查突出问题，逐个研究解决，确保农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取得实效。要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协同推动秸

秆综合利用、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

（四）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手机微信等媒体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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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培训班、入户指导等方式，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染防治法》《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治理知识和

技术。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制定化肥农药减量、农膜科学使用

与回收、秸秆综合利用主推技术和全程机械化等明白纸、倡议书，

使农户充分认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新技术、新模式，了解废旧农

膜、农作物秸秆、农药废弃物等回收站点位置，力争做到家喻户

晓，切实增强农村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加快形成全社

会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附件：1.安丘市农业面源污染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2.安丘市农业面源污染专项整治工作配档表

3.安丘市废旧农膜回收站（点）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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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丘市农业面源污染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乔日升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刘 娜 市委常委、副市长

刘炳刚 市农安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成 员:苑衍强 市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刘江军 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褚 磊 市科技局局长

王伯进 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

代锋军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金宝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安丘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董永照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海龙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明强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晓强 市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

李 华 市融媒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郑新华 市环卫园林科技集团董事长

陈 鹏 兴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张文忠 新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刘小龙 景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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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鹏 凌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孙业礼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邢 鹏 郚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崔勇建 辉渠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赵锦华 石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孙海萍 大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文亮 柘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马世杰 大汶河旅游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青云国

际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

崔君梅 官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 赓 金冢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邰庆波 石埠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综合协调组、现场督查组，办公

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孙海龙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日

常工作的协调督促和推进。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 刘 娜 市委常委、副市长

副组长: 刘炳刚 市农安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成 员: 刘江军 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代锋军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金宝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安丘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海龙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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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华 市融媒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郑新华 市环卫园林科技集团董事长

王顺明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综合协调组设在市农业农村局，王顺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协调。

二、现场督查组

组 长: 王顺明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副组长: 林聚义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田西高 市农业农村局七级职员

成 员: 李钟涛 市农业农村局生态能源科科长

孙洪全 市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科科长

张立联 市农业农村局土壤肥料科科长

赵 波 市农业农村局农药科科长

刘春利 市农业农村局生态能源科副科长

现场督查组设在市农业农村局生态能源科，李钟涛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现场督查工作的协调；刘春利同志负责农

业面源污染相关文字材料的整理以及数据的统计上报等工作。

现场督查设四个组，主要职责为督查各镇街区落实《土壤污

染防治法》《农用薄膜管理办法》《安丘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

理实施方案》等属地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一组 李钟涛、徐桂正、刘春利

督查范围：凌河街道、大盛镇、郚山镇、柘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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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 孙洪全、张晓明、高星南

督查范围：景芝镇、石堆镇、大汶河旅游发展中心、金冢子

镇

三组 张立联、刘婷婷、李前山

督查范围：石埠子镇、官庄镇、辉渠镇

四组 赵波、李金忠、高慈

督查范围：兴安街道、新安街道、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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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丘市农业面源污染专项整治工作配档表
阶段 时间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宣传

发动

阶段

3 月 20 日前
成立市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成员分工，开展宣传发动，

营造良好氛围。

市农业农村局、市委宣
传部、市融媒体中心

3 月 25 日前

将全市年度目标任务逐级分解，明确到人。层层压实各

镇街区属地责任，指导成立工作专班，制定专项工作方

案，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市农业农村局，各镇街

区

实施

推动

阶段

3 月 31 日前
市政府召开会议，进行布置，推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废旧农膜回收、化肥农药减量等工作有序推进。

市政府办公室、市农业

农村局

3月20日至6

月 30 日

整合地膜科学使用与回收试点、秸秆综合利用、“一喷

三防”等项目资金，有力支撑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秸秆

资源化利用、化肥农药减量等工作开展。探索建立健全

公共财政、企业自筹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

机制，鼓励生产者实施清洁生产。

市财政局、潍坊市生态

环境局安丘分局、市农

业农村局、市环卫园林

科技集团、各镇街区

3月20日至6

月 30 日

强化部门联动，加大执法力度，扎实开展联合检查，严

厉打击处理生产、销售和使用不达标地膜，随意丢弃或

者堆放农药包装废弃物等行为。

市农安中心、市农业农

村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工信局

3月20日至6

月 30 日

大力推广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水肥一

体化等新技术。

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

局、各镇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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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至6

月 30 日

培育壮大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市场主体，探索建立保

护与治理成效机制，对实施标准化生产、绿色防控、统

防统治、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园区，在项目扶持、产

品认证、评优方面予以倾斜。

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

局、市市场监管局、各

镇街区

3月20日至6

月 30 日

落实行业主管责任，从生产、销售、流通、使用等各个

环节方面，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力度。开展大排

查大整治活动，延伸触角，举一反三，认真梳理排查突

出问题，逐个研究解决，确保农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实效。

市农安中心、市工信局、

市农业农村局、潍坊市

生态环境局安丘分局、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

供销联社、各镇街区

3月20日至6

月 30 日

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普及治理知识和技术，使农户充分认识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的重要性，鼓励公众参与和监督，增强农村居民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加快形成全社会保护农业生

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

村局、市融媒体中心

3月20日至6

月 30 日

将此项工作纳入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加强对

工作的督导、考核和评估。

市政府办公室、市农业

农村局

总结

验收

阶段

6 月 30 日前

组织各镇街区开展自查验收，同时成立督查小组，开展

现场检查，检查成绩纳入年底考核，并形成工作总结报

告。

市政府办公室、市农业

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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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丘市废旧农膜回收站（点）明细表
序
号

镇街区 站（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年收储
能力
（吨）

责任单位

1
兴安
街道

树亮废品回收站
孙家小庄村北 500

米
李树亮 15866570413 10

兴安街道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

2 凯凯废品站 三里店子村前 李玉艳 18053601013 6

3
新安
街道

郭振东废品站 张家屯村前 郭振东 15006622968 27
新安街道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

4

景芝镇

潍坊博瑞再生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

仁安村 99号 赵岩 17853605111 20

景芝镇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5 陈伟废品收购点 宋官疃镇区 陈伟 15314426999 16

6 万众废品收购站 临浯芝泮村西 任吉星 13964718906 17

7

凌河
街道

凌河东赵废品回收站
东赵村后（凌河垃
圾转运站西300米）

潘 亮 13853685112 25

凌河街道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8

潍坊市浩东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

慈埠小学路东 徐长清 13863670858 500

9 王光友废品收购站 光甫村 王光友 1380536368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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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志江废品收购站 红沙沟村 李志江 13606474341 2

11
经济开
发区

西张排回收点 西张排村 王建海 13562657527 8.1
经济开发区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

12 郚山镇 南逯废旧农膜回收点
南禄村红绿灯路口

北侧五十米
刘洪增 13505368039 20

郚山镇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13

辉渠镇

辉渠薄膜回收点
汇泉路与金辉路交
叉口往西 500 米

李晓龙 15589535018 3.8

辉渠镇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14 温泉废旧农膜回收点 温泉街南 1000 米 王洪周 15095120969 4.5

15 雹泉废旧农膜回收点 雹泉街南 500 米 李建山 13853625768 4

16 石堆镇 桥上废品收购点
镇区西 400 米桥上

村前
辛文忠 13605363944 20

石堆镇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17 大盛镇 克平回收点 青柘路尹家大盛 辛克平 17667418678 15
大盛镇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18 柘山镇 再生资源回收中心 昌盛路北段 李志吉 15866508269 10
柘山镇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19
大汶河
旅游发
展中心

担山废品回收站 下小路担山街东侧 孙业成 13054702780 10
大汶河旅游发展
中心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



—16 —

20

官庄镇

云勇废品回收点
河北管公村东 800

米路北
郝云勇 17853605222 12

官庄镇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

21 世俊废品回收点 北李家庄 庞世俊 13792612239 7

22
金冢
子镇

增玉废品回收点 下洼官庄村北 刘增玉 18765109387 7
金冢子镇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

23
石埠
子镇

庵上孝廉庄废品收购
站

孝廉庄村村东 都志坤 15866180418 30
石埠子镇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

24 召忽废品收购点 东召忽村 董全福 13864605997 30

合计 16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