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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项目。高青县入选国家沿黄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主

导创建县，三年共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6227万元，占

整个项目补助资金的31.14%，所有建设主体均已开工。

三是推动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的九

条措施》，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84家，营

业收入191.1亿元；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174家，比上

年增加16家，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

加工业营业收入404.44亿元，同比增长19.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淄博特色

板块存在的突出问题

马克思曾言：“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

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

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1]近年来，在全市上下

各阶层的努力下，淄博市农业农村工作保持良好发展态

势。但在对照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淄博特色板块的目

标定位方面，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支撑力带动力不强

目 前 看 ， 主 要 存 在 三 方 面 问 题 。 一 是 三 次 产 业 融

合度偏低。农业多种功能开发不足，乡村旅游、农村电

商等规模小、层次低、带动能力弱，农业会展、农事节

庆、农村康养、乡村文创等新业态匮乏，多数乡村仍依

附于以种养业为主的单一业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互

动欠缺，在延链建链、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上还有很大差

距。二是产业龙头、产业品牌带动力较弱。淄博市无一

家农业龙头企业主板上市公司，只有2家国家级重点龙头

企业，而潍坊市有8家上市公司，12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

业。品牌呈现“小、散、弱”态势，辐射带动效应弱。

2、生态欠账亟需弥补

从全市层面看，还存在以下具体问题。一是环境污

染问题依然突出。作为组群式城市、老工业城市，淄博

市近年来通过狠抓环境治理整治了一大批“散乱污”企

业，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仍比较突出，水体污染、大气

污染、土壤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任务非常重。二是

人居环境依然较差。目前农村“脏乱差”问题虽然得到

初步解决，但由于农村建设投资长期不足，农村面貌尚

未根本性转变。三是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规划统筹。组群

城市间专项规划衔接不紧密，资源整合度和共享度差，

局部领域存在“小而全”的现象，重复建设时有发生，

乡 村 基 础 设 施 、 公 共 服 务 、 社 会 治 理 等 战 线 长 、 成 本

高、历史欠账多。

3、组织建设活力不足

一是部分村党组织领导能力弱化。有的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党组织书记带富致富能力不足；

有的村党组织、村委会“两张皮”，团结共事意识不强

等，难以担负起乡村振兴的责任。去年全市共整顿软弱

涣散村党组织108个，今年新排查确定整顿对象259个。

二是个别农村党员先进性欠缺。有的农村党员缺乏大局

观念、全局意识，不支持、不配合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

作，极个别者甚至煽动和带动群众跟村党支部或村委会

“对着干”。个别党员遵纪守法意识差，据统计，2020

年以来，全市立案查处农村党员1504人、给予党纪处分

1324人。

深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淄博特色

板块建设的思路构想与路径

1、突出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一 是 加 快 一 二 三 产 深 度 融 合 发 展 。 推 动 乡 村 产 业

振兴，必须跳出农业谋发展，依托淄博市特色优势产业

产 品 ， 创 新 产 业 重 组 模 式 ， 加 快 农 林 牧 渔 与 旅 游 、 教

育、文化、康养、商贸物流等深度融合，延伸整合产业

链、打造提升价值链、优化融合供应链，拓展农民创业

增收空间。二是加快产城融合互动发展。要发挥淄博市

各区县省级开发区分布均衡、镇村集体建设用地储备丰

富的优势，明确产业定位，聚焦主导产业狠抓“双招双

引”，带动辐射周边镇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三是加

快城乡融合一体发展。打破制约推动人口、资本、技术

等要素在城乡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城乡

统 一 的 户 籍 登 记 、 就 业 管 理 、 社 会 保 障 和 社 会 治 理 体

系，逐步实现城乡公共资源配置适度均衡和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

2、突出环境整治，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 必 须 从 解 决 群 众 反 映 最 强 烈

的环境脏乱差问题抓起，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久久为

功，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深入学习借鉴浙

江 省 推 进 “ 千 万 工 程 ” 的 实 践 经 验 ， 突 出 抓 好 “ 百 村

示 范 千 村 整 治 ” 工 程 和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三 年 行 动 ，

以 “ 五 化 ” 改 造 和 农 村 “ 七 改 ” 为 重 点 ， 围 绕 “ 户 户

通”、“厕所革命”、垃圾治理、清洁供暖等领域，着

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提升城乡一体

化发展、融合发展水平。要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确定村

庄类别、批次，明确不同村庄的规划建设标准、时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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