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楼区农业农村局 2023 年工作总结及

2024 年工作规划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十四五”

规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更是高质量发展砥砺奋进之年。区农业

农村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各项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主要工作成效。

一是思想建设不断深入。全局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

位置，依托党建阵地，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党组织建设全过程，

融入履职尽责全方位，将“第一议题”制度纳入机关制度建设重

点内容，利用党组班子会、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会、党支部会等

开展学习活动 70 余次，学习党的重大理论 40 余个；认真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舆情监测管控，针对老农技员集

中上访、退捕渔民信访等突出领域，强化禁钓公告、扶贫政策等

重点内容的意识形态风险分析研判，全系统意识形态安全稳定；

深入推进主题教育活动，开展调研走访群众 2000 余人次，调查研

究 48 人次，征集民生意见 8 条，化解问题 4 个，撰写心得体会

20 余篇；创新拓展“党建+”活动，观影铸魂，组织党员干部观

看红色主题电影 3 次，红色传承，组织党员干部参观红色教育基

地 5 次；“一课一片一实践”，干部开展“义务植树”、“加拿



大一枝黄花清除”、“支持无物业小区卫生大扫除”等志愿者活

动 70 余次；创新拓展，务实党建+林长制、党建+森林防火”“党

建+禁捕退捕”等具体措施，助力党的政治建设与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深度融合。

二是争先创优持续发力。2023 年，区农业农村局深入贯彻全

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精神，大力践行“四敢”精神，发扬“跳

起来摘桃子”精神，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跑

部进厅”部署要求上来，全力落实争资争项争优工作，共争取农

业农村各类项目 46 个，获得上级项目扶持资金 5600 余万元，增

长 87%;林业有害生物防控获得省级表彰，粮食生产工作荣获全市

先进单位，动物检疫、农业行政处罚、森林防灭火工作等系列工

作先后被市级通报表扬，区级文明卫生示范单位率先验收通过，

年度档案整理获评区级先进殊荣等。

三是底线任务全面完成。底线工作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底座，

全局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两手抓好，持续推进粮食

安全生产，落实粮食播种面积 0.92 万亩，完成目标任务的 102%，

粮食总产量约 2400 余吨，较去年增长 5.07%；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探索创新 1+2+N 常态化监测模式，实现监测对象 93 户

228 人、脱贫户 724 户 1729 人无一人返贫致贫，2023 年度脱贫人

口人均纯收入达 19949 元，较去年增长 15.8%；持续守护森林资

源安全，纵深推进林长制，发布林长令 1 个，统筹安排全区巡林

1700 余人次，落实森林防火“五包”责任制，扎实开展秸秆禁烧



巡查劝导 80 余次，全面启动林火阻隔系统与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两年行动，加速补齐了生物防火林带、隔离带、防火道、蓄水池

等重要基础设施短板，确保了全年零火灾、零伤亡。持续守牢“舌

尖安全”，开展蔬菜、水果例行监测抽查，抽查样品 280 多个，

合格率达到 100%，完成瘦肉精监测抽样 0.8 万份，科学防控非洲

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监督采集生猪血清 846 份，实现无一例阳

性发生、无一起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双无目标”。

四是绿色发展有序推进。全局始终把践行农业绿色高效发展

理念作为高质量发展根本遵循，深入推进农村宜业宜居宜游，持

续推进“秀美”建设。有序推进化肥减量行动，以第三次土壤污

染普查为契机，完成取土测样 20 多个，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8000

余亩，落实绿肥种植 6000 余亩，全区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有

序推进农药减量增效，开展统防统治服务 0.4 万亩，融合实施绿

色防控 0.4万亩，主要农作物化学农药使用量比上年减少 1%以上；

有序推进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积极开展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

作，提升粉碎还田装备应用，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

稳步推进农药包装废弃与农膜回收，初步建立包装废弃物回收点

30 个，归集点 2 个，全年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1.8 吨，农膜回收

率达 84%以上；有序推进资源调查与救护，如期如质完成“洞庭

清波”常态化监督问题 3 个，高质量完成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工

作，发现维管束植物 622 种，外来入侵植物 69 种，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 7 种，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 种，极小种群物种 2 种，



中国特有种 138 种，联合东洞庭湖野生动物救助站开展野生动物

救助 63 起，保护放生野生动物 40 余只；有序推进长江流域禁捕

退捕工作，全年累计开展渔政联合执法 60 余次，打击违规垂钓岸

线 420 余次，收缴销毁渔网具 850 余套，劝导垂钓人员 2800 余人，

有力遏制了破坏洞庭湖渔业资源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守护了千

年古城下的一隅碧波。

五是乡村振兴全面发展。聚焦“兴产业·稳就业”，积极开

展 311 就业服务，拓展公益性岗位等就业帮扶措施，实现脱贫人

口就业 733 人，监测对象务工 88 人。统筹安排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2729 万元，投入产业发展资金 1730 余万元，用于产业设施配套、

庭院经济发展、入股分红、贷款贴息等，全区规模农产品加工企

业发展至 69 家，较去年增加 7 家，总产值增幅 3.58%，为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打下坚实基础。聚焦“乡和美·村宜居”，全力推动

郭镇乡磨刀村创建市级和美乡村示范村，扎实推进村庄规划、提

升村居环境、打造水乡田园等 7 类 51 项重点任务，受到市、区领

导高度认可。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 1000 多万元，推进农村道路建设、管网和水沟改造、驳岸护砌、

美丽屋场建设等 28 个项目，有力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短板，集

中整治“脏乱差”问题，推行“沟渠实名制”，清理村民房前屋

后黑臭沟渠 110 余条，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高标准完成

182 座农村户厕和 2 座农村公厕改造，实现了村庄环境面貌的整

体改善。聚焦“树新风·促和谐”，扎实开展“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活动，充分发挥全局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道德

宣讲、帮扶救助、矛盾调解等群众活动；探索引导村规民约和乡

风文明建设等制度创新，重点围绕滥办酒席、天价彩礼、厚葬保

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陋习和突出问题进行整治；深入运用“群英

断是非”工作法，培育老党员、有威望的老干部、贤达能人等“群

英”，让更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推动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移风

易俗深入人心。

六是政治生态不懈涵养。区农业农村局扎实推进新时代干部

队伍建设，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全面排查系统内存在的各类突

出问题 12 个，逐项剖断根源，全面抓实整改；全力开展“未巡先

改”、巡察整改、以案促改、专项审计等问题整改工作，开展专

项整治 57 次，高质高效完成巡察反馈问题 12 个、落实“未巡先

改”共性问题 7 个、修订完善制度 4 个，为民办事 158 件，切实

把监督整治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全方位开展两带

头五整治、“打牌子”“提篮子”、领导干部子女互相请托办事

等专项整治，通过全员签订承诺书，切实增强全局干部职工“四

个意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组织职工积极学法，通过线上如

法网等平台网站学习法律知识、参加线上普法考试，全局学法率

为 100%；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健全完善“一单两

库”，录入执法检查人员 68 人，农药经营店 30 余家，兽药宠物

医院 20 多家，配合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抽查 2 次，扎实做好规范

性文件监督管理；加强规范执法，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定，全年开展动物卫生监督执法 30 余次、监管兽药饲料经营门店

9 家、检查农资店 37 家，渔政执法巡查 1850 次，立案查处 414

件，一般程序案件 74 宗，简易程序处罚 536 件，以务实有效的举

措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蹄疾步稳。

二、存在问题及困难

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部门的悉心指导下，

在全体干职工的团结奋斗下，全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事业实现

了良好开局，但对标上级要求和群众期盼，仍然存在差距。

一是防返贫风险依然存在。截止年底，全区仍有监测对象 93

户 228 人、脱贫户 724 户 1729 人，其中脱贫户 589 人，监测对象

116 人均一定程度患有大小疾病，有效预警监测和适时动态监测、

帮扶不到位的问题时有发生。

二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虽然当下稻谷收购价有所上涨，

但农资价格、人工价格等生产资料成本涨得更多，农民生产粮食

效益不增反降；加之受市场经济复苏回暖、农民年龄结构偏大、

地形地貌因素影响等，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三是农业产业化结构不优。受农村土地性质、行业规划、品

牌创建等因素制约，现行 30 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1/3 为饲

料加工企业，还有很大一部分为税收贡献企业，实际对楼区农业

农村促进作用不大，农文旅产业发展后劲不足，难以招来“头回

客”，难以变成“回头客”，更难以留住“过夜客”。

四是资源管护压力突出。全区禁钓岸线均在城区范围，垂钓



爱好者众多，落实全面禁钓工作压力十分巨大；随着城区发展扩

张，各类建设侵占耕地与林业资源时有发生，加之受资源保护力

道加大、废弃物隐蔽污染、火源难以管控、农村习惯习俗等原因，

资源保护矛盾越发尖锐。

三、下一步工作规划

2024 年，区农业农村局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刻领

悟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精神内涵，贯彻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深耕农业农村重点任务，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

可感可及的实事，确保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农民收入持续增

长，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1.树牢底线意识，防范化解风险。坚守底线思维、树立忧患

意识，紧盯各项底线工作必，着眼打通“最后一公里”，建立健

全工作闭环，坚决守住底线。一是守牢粮食生产底线。坚持高位

推动，层层压紧压实粮食生产主体责任，全力推进 0.9 万亩耕地

播好种、种好粮，确保食生产任务落实到位。二是守住防止返贫

底线。持续做好对农村人口动态监测与帮扶，坚持集中排查和常

态化排查相结合，坚持因户施策和分类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三是落实长江十年禁捕。坚决扛牢“守护一江碧水”政治

责任，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开展人工增殖放流，妥善解决

退捕渔民生计保障，深入开展禁捕禁钓宣传，加强日常巡查劝导，

严厉打击禁捕水域偷捕、“电、毒、炸”鱼等违法犯罪行为，持

续巩固禁捕退捕成果。四是防治面源污染底线。重点抓好化肥农



药减量、畜禽粪污、渔业养殖尾水治理、农业废弃物回收、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受污染耕地保护等工作，发挥绿色示范作用。

五是抓实安全生产底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坚持“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原则，统筹做好动植物疫病

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森林防灭火等工作。

2.树牢民生意识，抓好重点工作。树牢民生理念，坚守民生

情怀，加大民生投入，落实系列民生项目，显著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一是积极争资争项。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发扬“赛

马比拼”精神，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聚焦农村产业增效、基础提质、环境改善等重点强化“储

招落建”一体化推进，谋划落地更多高质量、高层次产业项目，

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后劲添动能。二是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贯彻落实“千万工程”经验，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总抓手，以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为目标，持续开展全域

整治，整体提升村容村貌，扎实稳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统筹推

进农村厕所粪污与生活污水一体化治理，大力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建立长效管控机制，推进农业生产垃圾循环利用。三是高标准完

成和美乡村示范创建。发挥专班办公室牵头抓总作用，加速推进

磨刀村市级和美乡村示范创建工作，紧盯 51 项目标任务，挂图作

战，高标准完成示范创建工作，顺利通过市级验收考核。四是高

质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抢抓秋冬时节，全力以赴推进 4000 亩

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确保春耕前交付使用，进一步健全完善高



标准农田管护机制，加大管护力度，确保持续发挥防灾增产效益。

五是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产业。依托麻布山省级森林公园独特地理

优势，进一步加大自在·云梦泽项目建设支持力度，以点带面，

示范引领，促进全区农村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

3.树牢廉洁意识，推进作风建设。以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全力打造一支“敢闯、

愿干、会办”的高素质队伍。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忠诚为政.坚持

以重要领导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的各项工作要

求，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注重在复杂一线砥砺干部斗争品

格，锤炼干部斗争本领，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

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二是持续正风肃纪，从严治政。严格“三重

一大”民主决策，加强重点领域、重点岗位廉政风险防控，强化

扶贫资产管理、抓好工程项目监管、抓实日常监督管理。严守清

廉底线，驰而不息纠正“四风”，筑牢反腐倡廉防线。三是强化

法治建设，依法行政。严格落实依法决策程序，自觉接受党派民

主监督，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持续推进法治建设，切实提升

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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