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堰口镇 2024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工作计划| 

2024 年，堰口镇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凝心聚力谋发展，担当作为

抓落实，主动作为，奋勇争先，全力推动全镇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 

（一）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 

认真开展“双招双引”活动，不断加强招商引资力度，

紧盯国家政策和投资导向，营造最优的投资发展环境，深入

挖掘本地企业及在外成功人士资源，引导当地龙头企业吸引

配套企业落地。积极谋划实施一批经济带动强、工业附加值

高、市场发展潜力优、惠民力度大的优势项目。 

（二）巩固脱贫成果，做好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继续强

化振兴专干队伍建设，加强专干业务培训，提升专干业务能

力。继续落实基层网格化管理和防返贫动态监测。加强资产

管护和资金收益分配使用监管，确保资产安全并发挥效益，

强化创新引领，完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乡

村产业体系。强化龙头企业带动、联农带农互动，继续支持

脱贫户、监测户自主发展特色产业。 



对农村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人员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

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

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人口等农村低收入人口开展动

态监测，加强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实现对农村低收入人口

风险点的早发现和早帮扶。 

积极引导各方资源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间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进一步健全社会帮扶工作机制，引导和

鼓励社会组织、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帮扶。 

努力做好乡村生态振兴，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提高农村垃圾收运效率，推进秸秆和畜禽养殖废弃

物综合利用，完善镇村污水管网，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努力推进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全面做好组织振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

基层民主建设，倡导文明乡风，增强村级自治和服务功能。

大力推进文化振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村

风民俗和乡村道德建设，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传

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三）聚焦粮食安全，促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严禁

耕地撂荒。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23.2 万亩以上，总产量稳定

在 11.7 万吨以上。实施油菜振兴计划，完成油菜扩种项目 0.

756 万亩。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沿济祁高速魏岗、高王等 7

村实施乡村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实施面积 5.38 万亩，

总投资 1.6 亿元，项目建成后极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

农民增产增收。 

大力推进“两强一增” 16 项行动，确保实现科技强农

机械强农促进农民增收年度目标任务。 

做好绿色食品产业双招双引工作。力争引进和建设 2 个

投资大、牵动性强的绿色食品产业项目。加大在谈项目推进

力度，加大会商次数，了解企业需求，促进项目顺利签约，

争取实现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五个一”

工程，开展农业全产业链建设行动，抓好龙头企业、规上农

产品加工企业培育。 

提升农业科技支撑能力。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计

划培育高素质农民 10 人。加强新型农民技术培训，开展农

业科技示范，推进农业科技服务。常态化推进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治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新机械，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四）强化环境整治,打造宜居宜业家园。 

要紧盯重点，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开

展以“一点三线”为主要内容的“六清”整治活动，逐步健

全村庄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推动村容村貌得到全面提升。要



多措并举，全面发动群众，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

内生动力。要强化督查考核。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常态

化督查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反馈，限期整改完毕。 

要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秸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实行全时段秸秆禁烧，确保全年零火点。持续开展水

污染防治，完成堰口水环境改善提升试点，深化河湖长制、

林长制、田长制、环保监督长制，扎实做好中央、省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加大瓦埠湖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保护，

保证饮用水水质达标率 100%。全面落实节能减排工程，加

快形成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 

加快推进居民迁建拆迁复垦工作、棚户区改造，持续推

动魏岗村、十字路街道等乡村旅游点规模化、景区化。 

（五）保障民生福祉，统筹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扎实推进“10+N”暖民心行动，做好城乡低保、农村五

保、残疾人、城乡医疗救助等民生保障工作，推进全民参保

攻坚行动计划。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稳步推进堰口中心

卫生院迁移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任务；全面落实“双减“要

求，提高教学教育质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压紧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

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提高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严格落实领

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化解、阅批群众来信等制度，完善网

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常态

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