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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政办字〔2021〕47号

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1年高青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

试点县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

位：

现将《2021年高青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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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高青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
实施方案

为加快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打通种养循环堵点，促进粪

肥还田，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办农〔2021〕10号）和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畜牧兽

医局、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1年度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

点县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高青实际，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置

高青县位于鲁北平原，淄博市北端，北依黄河，南靠小清

河，县境东西最大横距 4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26公里，版图

831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33′至 118°04′，北纬 37°01′

至 37°19′，地处国际公认的北纬 37°黄金农产品生产线上。

北部、西北部隔黄河与滨州市滨城区、惠民县相望；东部、

东北部与滨州市博兴县、滨城区接壤；南部以小清河为界与邹

平市、桓台县相望，东南部、西南部与桓台县、邹平市毗邻。

从地理位置上看，地处黄河三角洲腹地。南距济青高速公路 35

公里，胶济铁路 45公里，西距济南遥墙机场 120公里。全县公

路通车里程达 1330公里，交通便利，滨莱高速、长深高速纵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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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省道潍高路（S323）、广青路（S316）、庆淄路（S246）、

克黄线（G233）过境。

（二）自然条件

1．气候条件

我县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多受西风带西风气流影

响，四季分明，光能资源丰富，无霜期长，有利于种植越冬作

物和夏播作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420.9小时，平均气温 13.2℃，

平均降水量为 565.4毫米。

2．耕地资源

我县土地总面积 83074.47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为 52435.95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63.1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为 9932.28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1.96％；园地面积为

984.64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19％；林地面积为 4006.87

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4.82％；草地面积为 866.80公顷，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04％；其他土地总面积为 1364.34公顷，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64％。

3．水资源

我县属鲁北平原，沉积了巨厚的第四系及新第三系，贮存

较丰富的松散岩类孔隙水，但各含水层的埋藏条件、水力性质

和水化学特征均有较大差异。

地表水资源：我县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5319万立方米，

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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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我县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14710万立方

米。浅层淡水的埋藏条件和含水层厚度变化较大，主要分布在

沿黄地带及古河道带内，单井涌水量 40立方米/小时以上。

河流水系：境内河流主要有黄河、小清河、支脉河、北支

新河等。

水库：县境内有中型平原水库——大芦湖水库 1 座，总库

容 3028 万立方米，占地面积 8400 亩，是淄博市引黄供水工程

的调蓄水库，是重点水源保护地。

（三）经济社会基本情况

我县社会经济条件较好，建设基础扎实。全县辖 7个镇、2

个街道办事处、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309个行政村，总人口 36.9

万人；是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和省级绿色农产品安全先

行示范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及全国幸福

指数最高县之一。

2020年，全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生

产、进出口增速提升，固定资产投资、财税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181.5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4.0%。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实现增加值 36.3 亿元，增长 2.8%；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70.2 亿元，增长 4.7%；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74.9 亿元，增长

3.7% 。 三 产 之 比 由 上 年 的 19.6∶40.6∶39.8 调 整 为

20.0∶38.7∶41.3，三产占比较上年提高 1.4%。



— 5 —

（四）种植业情况

我县是传统农业大县，先后获“中国西瓜之乡”“秸秆养牛示

范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县”“山

东省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等称号，农业生产上初步形成了粮食、瓜菜、畜牧等三大支柱

产业。

粮食：粮食常年播种面积 125万亩左右，总产 67万吨左右。

2015 年全县平均耕亩产量突破“吨粮”大关，2016 年建成 50 万

亩小麦（玉米）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县，多次被评为“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山东省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是全国新增千亿斤粮

食产能规划项目实施县。

瓜菜：我县是鲁北传统优质瓜菜生产基地，是《全国蔬菜

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确定的全国 580个蔬菜重点生产

县区之一。常年瓜菜播种 6 万亩，其中常年西瓜播种 2万亩，

蔬菜 3万亩，各类食用菌 46万平方米。1996年被农业部认定为

“中国西瓜之乡”，2010年、2011年高青西瓜、西红柿、黄瓜先

后获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认定，先后有 6种蔬菜产品被评为淄博

市特色农产品。高青县黑里寨镇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西瓜），西瓜专业村西张村被评为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村。

果品：我县以葡萄、雪桃、苹果、果桑为主，果品种植 3

万亩，其中葡萄 0.8万亩，雪桃 1万亩、苹果 0.5万亩、果桑 0.7

万亩。目前 50亩以上规模种植基地 80个。淄博柳春园旅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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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的雪桃、高青圆梦葡萄合作社的葡萄、高青和润丝绸有

限公司的“高青桑葚”先后获淄博市知名农产品品牌，并通过国

家地理标志商标认定。高青和润丝绸有限公司自主创新研制的

桑葚（干红）酒酿造专利工艺获国家发明专利。

（五）畜牧业

我县畜牧业发达，山东黑牛现代循环农业高青模式被中国

畜牧业协会授予“2014年中国畜牧行业优秀模式”，是全国秸秆

养牛示范县，中国黑牛城，国家数字畜牧业创新中心示范基地，

山东省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首批省级高青黑牛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截至 2020年末，全县共有规模养殖场 144处，养殖专

业户 1062个；畜禽饲养总量 170.8万个标准猪单位，其中，肉

牛存栏 5万头、出栏 5.9万头，奶牛存栏 3.3万头，生猪存栏 5.1

万头、出栏 6.6万头，羊存栏 4.2万头、出栏 6.9万头，家禽存

栏 441万只、出栏 1871.7万只，可利用畜禽粪污 165.5万吨。

（六）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

2020 年全县化肥用量 28504 吨（折纯），农药用量 1303

吨。近年来通过大力推广配方肥、控释肥和飞防等病虫综合防

控、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秸秆还田、有机肥使用，化肥用量较

2015年减少 2464吨，减少率为 7.96%，化肥利用率 40%。

二、创建基础

（一）化肥减量增效工作开展情况

1．耕地质量监测取土化验，巩固落实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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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实施化肥减量增效工作以来，共采集土壤样品 306

个，覆盖全县所有区域和土壤类型。为了提升土样的检测检验

水平，我县在保证土样常规 5项检测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微

量元素检测，确保了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为开展农业

化肥减量增效工作打下了基础。

2．统筹田间试验，不断提升农业化肥利用率

组织开展主要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经济作物“2+X”田间肥

效、肥效验证试验及中微量元素单因子肥效等试验。2020年共

安排 6处，其中小麦 3 处，水稻 1处，果树 1 处，蔬菜 1处，

通过对试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与总结，为农作物施肥配方的

制定奠定了基础。

3．开展施肥情况调查，掌握农户购肥和作物施肥情况变化

2018年以来，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能反映当地实

际情况的 800余个种植大户开展施肥情况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农户当年化肥、有机肥的种类、用量、作物名称、品种、亩产

量等。通过调查，掌握调查点农户和肥料施用情况，分析我县

化肥、有机肥使用动态变化趋势，对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

促进我县肥料减量增效和农业污染综合防治、实现化肥减量控

害具有重要意义。

（二）县域内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及运行情况

近几年来，按照以规模养殖场为重点，规模以下同步治理

的思路，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工作扎实推进。2020年全县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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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粪污产生量约为 165.5万吨，资源化利用量约为 150.5万吨，

全县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90.93%，畜禽规模养殖场设施配建率

100%。

（三）本地粪肥还田利用主推技术模式

我县粪肥还田方式包括粪肥露天堆沤还田、薄膜覆盖堆沤

还田、商品有机肥使用等模式，年还田 12万吨，其中以分散式

粪肥露天堆沤还田、薄膜覆盖堆沤还田为主。分散式粪肥堆沤

发酵存在的主要问题，发酵质量不高，加重田间根部病虫发生，

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和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的重

大障碍。

（四）县内土地粪肥承载能力

我县常年小麦种植面积 60万亩、玉米种植面积 65 万亩、

瓜菜种植面积 6 万亩，按农业部《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

术指南》测算，我县畜禽养殖最大土地承载能力为 209万个标

准猪单位。目前，我县畜禽饲养总量为 170.8万个标准猪单位，

县域内可完全消纳。

（五）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

我县自 2018年实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截止 2020

年底，全县畜禽粪便处理利用率达到 90％以上，污水处理利用

率达到 65％以上，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1％以上；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全部配套建设粪污贮存、处理、利用设施并正常运行，

或者委托第三方处理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对畜禽粪污代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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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

率提前一年达到 100％。有机肥替代化肥，结合农技推广示范基

地安排，我县在新村蔬菜专业合作社、淄博鼎信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安排西红柿及出口蔬菜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基地 500亩。

三、实施内容

（一）主要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力争通过 3-5 年扶持一批粪肥还田专业化

服务主体，提供粪肥收集、处理、施用服务，构建 1-2 种粪肥

还田组织运行模式，带动农户增施有机肥，使我县畜禽粪污资源

利用率达到 90%以上，推动化肥减量化，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和化肥减量增效，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和农业绿色发展，形成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二）创建内容

1．全县集中收集处理畜禽粪便 10万方，生产粪肥 3.04万

吨。

2．建设 10万亩粪肥还田利用示范区，以粮食和蔬菜作物

为主，推广畜禽粪肥还田利用面积 10万亩，其中选择 2-3个 100

亩以上示范片，设置标牌，开展粪肥还田利用技术示范，强化

示范引领作用。

3．结合我县实际，完成畜禽粪便堆肥原料配比、替代减肥

梯度等试验示范 5 处，通过试验，科学确定粪肥还田量和替代

化肥比例；并集成 1-2套具有本地特点的粪肥施用技术模式。



— 10 —

4．开展有机肥施肥调查和施用效果监测评估。选择农户和

新型经营主体，开展 50户进行施肥情况调查，安排 20个土壤

有机质提升监测点，对比分析粪肥还田在化肥减量、地力培肥

等方面的作用。

5．强化技术指导和宣传培训。结合农业农村部“百名专家

联百县”等科学施肥活动，全覆盖开展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在

关键农时开展技术培训、专家指导等活动 5次。要全方位、多

角度宣传项目政策、技术和成效，总结推广典型做法和创新机

制，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

1．实施主体选择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高青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服

务主体筛选办法》。按照规定条件和程序，采取自愿申报和竞

争性选择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公正遴选 3家粪肥收集堆沤实

施主体。有机肥配送施用服务组织由各镇办择优推荐，县级统

筹遴选确定。初步筛选 33家合作社和企业组织实施。

2．实施方式

高青县人民政府是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的实施主体，

成立项目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技术指导机构。县数字乡村发

展中心负责非规模化养殖场粪污的收集、堆沤、配送还田，指

导农户合理使用，负责项目进展情况调度和资料报送；县畜牧

渔业服务中心负责指导规模化养殖场粪污的无害化处理，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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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养殖场与服务主体对接，严查粪污滥倾乱倒；县财政局

负责项目资金的及时支付和安全使用。

项目对专业化服务主体粪污收集处理、堆沤腐熟、粪肥施

用到田等服务予以奖补支持；实施范围仅限耕地和园地。

3．项目实施期限

2021年 6月至 2021年 12月

四、资金使用

结合我县实际，采用粪肥堆沤配送还田和商品有机肥还田

两种粪肥农用技术模式。项目中央资金 1000万元，资金使用如下：

1．固态粪污收集、堆沤。财政奖补资金 696万元，奖补资

金主要用于粪肥收集、堆沤费用补助。项目期内收集、堆沤畜

禽养殖粪污 10万立方米，堆肥 2.9万吨，每吨成熟堆肥奖补 240

元，共计奖补 696万元。

2．商品有机肥应用 1400 吨，每吨补助 300元，共计补助

42万元。

3．固态粪肥还田集中配送使用，大田作物 1万吨，每吨补

助 80元；经济作物 2.04万吨，每吨补助 50 元；共计补助 182

万元。

4．有机肥施用试验示范、施肥情况调查及施用效果监测评

估。开展试验示范，与科研院校联合，委托企业、合作社农户

完成畜禽粪便堆肥原料配伍、有机肥替代减肥梯度等试验 5处，

安排 20个土壤有机质提升监测点，开展施肥情况调查 5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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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支出 32万元；耕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31 个，农田地膜监

测 3个，计划支出 14万元；合计 46万元。

5．技术指导、培训技术推广工作经费及项目标志牌设置，

费用 10万元。

6．材料印刷及媒体制作、信息化建设、宣传，计划支出 10

万元。

7．第三方项目产品质量监测监督、项目验收等费用 14 万

元。

五、进度安排

2021年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编制项目方案，成立项目工

作领导机构和技术指导机构。

2021年 6月宣传发动，分解镇办有机肥推广使用任务，落

实示范基地 5处。

2021 年 6 月-11 月，有机肥堆沤服务主体及粪肥收积、堆

沤处理,生产堆沤有机肥 2.9万吨、商品有机肥 1400吨。

2021年 9月，20个监测点取样及化验。

2021 年 8 月-11 月，完成畜禽粪便堆肥原料配比、替代减

肥梯度试验示范 5 处；形成 1-2 套有机肥使用技术模式。在有

机肥堆沤和有机肥使用的关键农时组织开展现场观摩、技术培

训、专家巡回指导等 5次活动，大力普及粪肥还田技术。

2021年 12月，组织第三方验收，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总结

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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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成立由县委副书记为组长，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为副组长，

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畜牧渔业中心、各镇办分管负责同志

为成员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建立部门沟通协调工作机制，加

强项目组织协调。成立由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挂县乡村振兴

发展服务中心、县农业技术推广和种子服务中心、县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牌子）、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及各镇办农业农村综合

服务中心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项目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项目方

案制定、宣传培训、基地落实、数据监测调查、项目验收等工

作。

（二）分解落实任务，整县推进

根据粮食种植面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将粪肥还田示范

任务分解到各镇，各镇负责组织各类合作社、家庭农场、企业

并负责有机肥面积落实、配送使用服务。在全县形成“横到边纵

到底”全覆盖有机肥推广使用和推进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发展的

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机肥使用目标，经济作物有机肥使用全覆

盖率 80%，粮食作物重点村、合作社、家庭农场覆盖率 30%。

（三）强化科技支撑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符合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方向，同时涉及

畜禽粪污规范化处理、有机肥科学使用和有机肥替代化肥梯度

应用等，意义重大，学科交叉，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聘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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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省市有机肥使用、粪污处理专家参加，成立项目工作技术小

组；重点试验示范、监测项目，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确保试验示范科学，确保项目实施效果，为项目可持续实施，

奠定坚实基础。

（四）加强项目管理

建立资金专户，转账管理，专款专用。加强项目绩效考核，

严格财经纪律，保障资金规范使用。有机肥堆沤企业，要健全

粪污收集、粪肥处理、有机肥生产、出库入库等台账管理和财

务档案。有机肥项目配送使用组织，要健全基地农户使用清单，

配送使用记录。建立堆肥发酵第三方监测监管机制，每批堆肥

和商品有机肥产品必须进行监测，确保每个堆肥企业每一批产

品必须合格、标准，保障产品质量，保障使用效果。

（五）宣传、培训、指导

在有机肥堆沤、有机肥使用关键农时，组织开展现场观摩、

技术培训、专家巡回指导等活动 5次，落实好粪肥堆沤还田、

有机肥替代化肥等关键技术，及时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

顾虑、疑问和技术问题。同时积极开展“绿色种养循环”主题宣

传活动，充分利用报纸、电视、融媒体等，广泛宣传，塑造氛

围，挖掘展示好经验、好做法、好案例，树立一批粪肥还田利

用示范样板。

七、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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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项目，能够实现农业节本增效和提

质增效。通过项目实施，9万亩粮食作物增产 5%，年均增产 900

万公斤，增产 2000万元；全县 1万亩经济作物增产 10%，优质

优价增效 15%，年均 5000万元以上。通过项目 3-5年实施，全

县 90%以上规模经济作物种植基地产品达到绿色食品标准，培

养 5 个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基地，巩固我县省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成果，推动我县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二）生态效益

我县是畜牧养殖大县，畜禽养殖废弃物利用率较低，既造

成资源浪费，也带来环境污染。项目实施可资源化利用县域养

殖基地畜禽粪便 10万立方米，显著改善县域生态环境；同时可

减少化肥使用 2000吨以上。

（三）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建立粪污堆沤发酵、有机肥推广配送使用的社会

化服务体系，促进种养结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稳步实现农

产品质量提高，对于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美丽

乡村建设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附件：1. 高青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领导小组

2. 高青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技术小组

3. 高青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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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青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
领导小组

组 长：高 原 县委副书记

副组长：刘道德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苗光勇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帅卫东 县财政局副局长

尹香田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县畜牧渔业服

务中心主任

王少山 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主任

程玉民 田镇街道人大工作室副主席

于泽昕 芦湖街道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牛国辉 青城镇人大主席

李 学 高城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李维波 黑里寨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张延彬 唐坊镇人大主席

张 鹏 常家镇党委委员

闫 华 花沟镇人大主席

刘 晓 木李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项目创建方案的指导、组织协调等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

苗光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不做为县政府议事

协调机构，工作任务结束后自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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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青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
技术小组

组 长：宋淑玲 淄博市数字乡村发展中心研究员

特聘专家：刘延生 山东省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

王艳芹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副 组 长：王少山 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

成 员：李 强 县畜牧渔业中心副科级干部

孙立新 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农艺师

刘成静 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农艺师

刘玉东 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农艺师

刘 勇 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助理农艺师

技术小组主要负责项目方案的编制、技术模式筛选、试验

示范和技术培训、指导等。技术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高青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县农业技术推广和种子服务中心），

王少山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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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青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
工作办公室

组 长：王少山 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主任

副组长：李 强 县畜牧渔业中心副科级干部

成 员：刘成静 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土肥站站长

信延辉 田镇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于宗全 青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李 磊 芦湖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吕学科 高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孙明军 黑里寨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马云海 唐坊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李国栋 花沟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张 静 常家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张光刚 木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办公室主要负责项目方案的编制、服务主体的筛选，基地

落实、宣传、技术培训、项目考核验收等。办公室设在高青县

数字乡村发展中心土肥站，刘成静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