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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县农业委员会

围绕“51423”工程，重点抓好以下 10 项

工作：

一、稳定粮食产量产能
在磨里、卫庄 2 个乡镇 13 个行政村，实

施新增粮食产能项目 2.3 万亩，总投资 1350

万元，以改善品质、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为突

破口，确保全县粮食面积稳定在 55 万亩，粮

食产量产能保持在 1.7 亿公斤。

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2018 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000 人，精准培育一批职业粮

农、职业果农、职业菜农等新兴

职业农民队伍，提高我县农业

经营化水平。

三、创建农业示范园区
以 30 个农业示范园区为

载体，积极创建 10 个高标准

“绛县大樱桃”“绛县山楂”优势

区，以古绛镇北步康、上高池、

下高池等村为主，打造一个

2000 亩有机旱作小麦农业封闭

示范区。

四、提升耕地质量水平
2018 年建设完成 32 万亩耕地质量提升

任务，其中完成测土配方施肥 27 万亩、完成

秸秆还田 5 万亩，稳定提升全县耕地地力水

平。

五、提高农产品知名度
制定“绛县山楂”“绛县大樱桃”地方生

产技术标准，抓好农业标准化生产。继续参

加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和运

城国际果蔬交易博览会，进一步提升绛县特

色农产品的知名度。

六、发展功能农业（食品）
立足我县特色资源优势，稳步推进农产

品加工业提档升级。重点扶持壮大维之王、

康园泰、隆立康、金绛、新之鑫等龙头企业，

大力开发保健食品、功能性食品，打造“绛县

山楂”“绛县大樱桃”等一系列功能食品知名

品牌。

七、抓好农民科技培训
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开展农民技术

培训，为“一村一品”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

撑和智力支持。2018 年引进优质高效农作物

品种 10 个，筛选、确定出我县主栽品种及配

套技术，使全县农作物新品种覆盖率达到

98%以上。

八、强化农业执法检查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加大农

业投入品执法检查，强化对种子、农药、化肥

销售网点的监督力度。在关键农事季节，搞

好拉网式的农资市场大检查，确保 2018 年

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到 98%以上，不发生一

般以上农业安全生产事故。

九、加强面源污染防治
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推进有机肥替

代化肥、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废弃农膜回

收、病虫害绿色防控，2018 年全县化肥使用

量增幅控制在 0.4%以下，农药使用量增幅控

制在 2%以内。

十、做好农业电商工作
为进一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充分发挥

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动能，切实做好“农

业 +”文章。利用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乐村淘

等农村电商服务点，建设农村土特色产品的

线上线下展示交易平台，让更多农户、合作

社、企业参与到电商产业中，发展制定农业、

循环农业、观光农业，在全县上下形成农业

发展新业态。

绛县文化局

一、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牵头举办 2018 年“绛县第二届樱桃文

化节”，组织举办好第七届消夏文化艺术周

活动,做好 2018 年“世界读书日”宣传活动，

举办“第二届书香家庭“评选，

举办各类展览，讲好绛县故事、

传播绛县声音。

二、推进体育事业健康发
展。

认真贯彻落实《全民健身

计划》。在“十三五”期末全县社

会指导员人数达到 800 人以

上，并选送一批体育指导员参

加省、市培训。组织一批篮球、

羽毛球爱好者成立赛队，在各

乡镇轮流比赛，激发全民健身

热情。

三、狠抓非遗项目申报和挖掘力度
开展“绛老”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塑造绛老文化品牌。“尧的传说”非遗展厅继

续免费开放，进一步挖掘尧文化，为“尧王故

里”注入新的内涵。积极开展乡村文化记忆

工程。搜集全县各乡镇及各村地名来历和相

关传说，建立档案并汇编成册。

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五馆一中心”建设步伐；继续实施送

戏、送电影文化惠民下乡；继续推进“两馆一

站”免费开放；在古绛、横水、南樊、大交等流

动人口较多的集镇设立文化墙，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耕读文化、德孝文

化、诚信文化和仁义文化，引导群众树立起

感恩之心、侧隐之心、是非之心、耻辱之心和

诚信之心。

五、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以陈村镇城镇化建设为依托，重点打造

具有地域特色文化产品生产的文化产业园。

在园区内有目的的发展壮大飞龙、奇石、布

艺三大产业, 同时以三大文化产业辐射带动

桃核工艺、根雕、木雕、剪纸、花馍等民间工

艺和印刷、广告等现代文化产业的快速发

展。

六、规范管理全县文化市场
深入开展查缴非法出版物专项活动，严

谨盗版非法出版物进入市场；以“扫黄打非

“进基层开展为抓手，大力推进打击“三假”

工作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打击

黄、赌、毒和封建迷信等文化垃圾；加强网吧

监管，严厉查处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净化

文化市场，突出抓好网络专项整治工作，进

一步组织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斗

争，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进一步健全完善

“扫黄打非”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绛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一.着力提高运行质量
围绕工业增加值 8.5%，利税增长 10%

的年度目标,细化工作方案,层层分解落实,

加强督促检查,月通报季预警,确保完成任

务。

二.着力推动转型发展。
推动化工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最大限

度释放现有产能。推动冶金冶炼走高端化、

精品化路子。推动农副产品加工走产业化、

品牌化路子。推动装备制造走集群化、全配

套的路子。

三.着力推进项目建设。
按照“转型项目建设年”活动，积极谋划

改造传统产业技改项目，落实项目管理权限

下放政策，对接好入企服务。围绕工业投资

增速 6%、工业技改投资增速 20%的目标任

务，积极开展“手续集中办理月”、“集中开工

月”等一系列活动，实行项目包联责任制,建

立月报机制,召开项目推进现场会,强化跟踪

服务,推动项目顺利实施。

四.着力抓好绿色发展。
确保实现单位 GDP 能耗指标、单位规

上工业增加值能耗指标和能耗总量同时下

降。强化节能形势分析。推广节能适用技术。

做好错峰生产工作。积极推动资源综合利

用。加强对工业固废企业的运行监控,确保

全县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72%。狠抓电

力安全工作。

五.着力提升帮扶力度。
一是做好 2018 年直供电

交易申报工作，争取电力扶持

资金。二是积极争取省、市技术

改造专项资金。三是定期深入

“龙腾虎跃”培育企业，开展一

对一帮扶工作，确保企业发展

在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贸易形

势少受影响。

六.着力抓好科技创新。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吸收新技术、新成果，积 极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绛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一、要坚持改革驱动，持续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
完善医疗集团运行机制，控制公立医院

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加强医联体建设，抓

好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实分级诊疗制度，

抓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充分调动广大医务

工作者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卫生健康产业的

发展活力。

二、要坚持项目带动，改善医疗服务环
境

高标准完成郝庄、冷口、陈村、卫庄、大交

五个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完善配套功能，积

极发挥作用。扭住县医院扩建增容项目，力争

年内一期工程内科大楼建设顺利推进。谋划

部分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中医院、妇幼院项

目建设，逐步改善全县医疗卫生设施。

三、要坚持人才互动，不断增强服务能
力

不断拓宽人才引进培养的渠道，寻求人

才招聘引进新路径。继续实施人才培养“百

千万”工程，选送“骨干”外出学习；放宽视

野，激活政策，积极引进外地人才为我所用；

采用委培和订单生的办法，积极培养和储备

乡村医疗人才。广泛挖掘中老名医和中医处

方，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广泛开展基

层卫生岗位大练兵活动，着力提升基层卫生

医护人员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四、要坚持预防先行，做好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广泛

深入开展健康教育活动，不断

提高全县人民的健康意识和健

康素养。做实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和十四项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加强老年人、妇女儿

童、贫困人口、慢性病、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的健康

管理，深入开展“健康扶贫”工

作，做好“双签约”服务。

五、要坚持部门联动，争创
国家卫生县城

咬定创卫目标，积极发挥

协调作用，广泛宣传发动、营造

浓厚的宣传氛围，形成部门协调配合，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的“创卫”热潮。确保我县创建

国家卫生县城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绛县农业委员会主任科员 李志强

绛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 马春海

绛县文化局局长 都俊杰

绛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周永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