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市人民政府文件
聊政发〔２０２０〕５号

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聊城市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十大工程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

机构:

现将«聊城市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十大工程实施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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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十大工程

实 施 方 案

为促进聊城市乡村产业振兴,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

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９〕１２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山东省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行动计划的通知»(鲁政发〔２０２０〕１

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

展理念,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围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聊城实

际,优化产业布局,推动集群化发展、平台式建设.培育壮大乡村

产业新业态,补齐加工短板,打通信息梗阻,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加快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扩大品

牌影响力,推动绿色发展,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构建现代化乡村产

业生产体系.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培

育引进乡村人才,加快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经营体系.促进乡村

产业全面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二、目标任务

２０２０年,形成全市乡村产业振兴总体思路,确定重点工作,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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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十大工程,完善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保障措

施,健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体制机制.全市绿色蔬菜播种面积

稳定在３１５万亩,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达到４个,省级农业产

业强镇达到６个,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达到６０个,规模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３７０家,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１５０个.

２０２２年,全市乡村产业内涵进一步丰富,乡村产业集群化发

展格局初步形成,特色产业优势更加突出,乡村产业发展短板进一

步补齐,领军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实力进一步

增强.绿色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３２０万亩,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

业园达到５个,省级农业产业强镇达到３０个,省级乡土产业名品

村达到３００个,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３８５家,省级农

民专业合作社达到１９０个.

２０２５年,全市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乡村产业发展

质量有较大提升,“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乡村产业发展

平台基本建成,乡村产业对农村居民收入贡献持续增长,乡村产业

振兴的局面初步形成.绿色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３３０万亩,省级

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达到６个,省级农业产业强镇达到６０个,省

级乡土产业名品村达到６３０个,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到４００家,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２５０个.

三、乡村产业振兴十大工程

(一)现代高效农业产业集群打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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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聊城市现代高效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年)»(聊政字〔２０２０〕２号),依托粮油、蔬菜、畜禽、水产、林果

五大优势特色产业,提高产业空间集聚度,打造精品粮油、绿色蔬

菜、健康畜禽、特色水产、生态林果五大产业集群.实施优质粮食

工程.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推进

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实施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绿色蔬菜

产业优势,加快瓜菜菌等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引导发展现代设

施栽培,扶植发展蔬菜集约化育苗企业,对有自育新品种的大型集

约化蔬菜育苗企业进行补贴,改造一批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大

力实施畜牧业“１１１３５５”工程,突出发展“两黑一白”特色产业,加快

推进生猪产能恢复和行业健康发展.以“三鱼一高”为引领,组织

开展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积极推进“一县一品”或“一乡一

品”特色渔业发展.加快发展高效经济林,抓好低效果园改造、更

新,发展高档种苗花卉和森林休闲等产业,打造一批经济林标准化

示范园.到２０２５年,全市粮食产量稳定在１００亿斤以上,绿色蔬

菜播种面积稳定在３３０万亩以上,肉蛋奶产量稳定在２５０万吨以

上,特色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４．５万亩以上,生态林果种植面积稳

定在７０万亩以上.(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

(二)乡村产业平台构筑工程

按照“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思路,优化乡村产业空

间结构,打造县、乡、村三级产业发展平台.落实市级奖补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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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东阿县尽快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支持莘县、阳谷县加

快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并积极争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支持其他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强化县域统筹,补齐产业短板,争

创省、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积极引导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

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申报省级以上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支

持产业基础较好的乡镇围绕区域特色种养业、特色加工业、特色文

旅业,建设以镇(乡)所在地为中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开展农业

产业强镇创建.支持乡村依托优势特色产业,建设农业标准化生

产基地,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传统手工业、传统食品业、传统小商

品加工业.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创建６个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

６０个左右的省级农业产业强镇,６３０个左右的省级乡土产业名品

村.(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投资促进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审批局)

(三)农产品加工流通能力提升工程

统筹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原料基地、初加工协调发展.大

力开展面向全国农产品加工１００强企业的精准化招商,积极引导

农产品精深加工产能向五大高效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核心区布局.

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加工技术集成基地和精深加工示范基

地.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在精深加工型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的带动下发展农产品初加工.加强农产品物流骨干网络和

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继续抓好重点批发市场的建设,推动重点市

场继续加快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积极争取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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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推进冷链物流中心建设,引进和培育一

批大型冷链物流企业.鼓励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建设产地分拣包装、冷藏

保鲜、仓储运输、初加工等设施,落实好其在农村建设的冷库、恒温

库等保鲜仓储设施用电实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政策.到２０２５年,

力争每个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建成１个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在产业基础较好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建设一批冷链物流中

心,发挥“聊胜一筹!”集散中心功能.力争打造４个省级农产品

加工强县和４０家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力争培育４家以上省

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

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投资促进局、国网聊

城供电公司)

(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

推进乡村旅游重点示范项目建设,拉长产业链条,实现从观光

型向体验型、度假型转变.因地制宜,培育绿色采摘、特色餐饮、养

生度假、休闲健身、夜间娱乐等项目,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提升乡

村旅游综合效益.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创建工作,加快

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品牌.积极创建国家休闲农业示范县、

乡村旅游重点乡镇、休闲农业精品园区和规模适度的田园综合体.

丰富乡村旅游文化内涵,推进省级传统村落的建设力度.实施“乡

村旅游后备箱”工程,推动“聊胜一筹!”品牌企业参与休闲旅游

农产品开发,打造东昌雕刻葫芦、冠县鸭梨等特色手工艺品和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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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牌.叫响“舌尖上的聊城”美食品牌.到２０２５年,全市乡村

旅游消费收入达到６０亿元.(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和

旅游局;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卫生健康委)

(五)乡村新型服务业壮大工程

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以及供销、邮政系统和各类专业服务公司,发挥自

身优势,开展农机作业及维修、土地托管、信息流通、农资供应、绿

色技术、废弃物利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营销等各类生产性服

务业.推动城镇生活性服务网络向农村延伸.鼓励商贸流通龙头

企业积极布局乡镇连锁超市,实现全市所有乡镇全覆盖;改造农村

传统小商业、小门店、小集市,引导益农信息社加入,构建差异化、

特色化、便利化商贸服务体系.鼓励多种方式建设幸福院、日间照

料中心等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提高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

率,提升乡村幼儿园办园水平.支持发展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

运、乡村厕所管护、生活污水处理等乡村环境卫生服务业,提升废

品收购站点环境卫生水平.到２０２５年,全面完成为农服务中心改

造提升任务,争创省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２５家,全市主要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９３％,力争在全省率先建成“两

全两高”农业机械化示范市.(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

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投资促进局、市供销社、市邮政公司、市

民政局、市教育体育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

(六)乡村信息产业策动工程

—７—



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２０２０年,按照“六有”标准,完成全

市益农信息社建设,基本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创新发展智慧农业.

研究制定聊城市智慧农业建设指导意见,整合各类涉农信息管理

系统数据,建设聊城市农业大数据库,试点推广区块链等现代信息

技术应用.围绕五大现代高效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加大智慧农业

技术集成应用,创建一批智慧基地、智慧园区、智慧农场、智慧养殖

场.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结合聊城产业特色,培育多层次的电商

产业园,引进优秀电商企业入驻.加强与京东、阿里等电商平台合

作,设立并运营好“聊胜一筹!”特产馆.发挥益农信息社作用,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利用各类电

商平台,开展网上营销,培育一批涉农电商企业、涉农网商、涉农网

店.积极推动电商产业集群建设,大力实施电商专业培训,支持邮

政快递企业延伸乡村物流服务网络,培育一批淘宝村、淘宝镇.到

２０２５年,农村电商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实现农产品年网络零售额

１００亿元.(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商务投资促进

局、市大数据局、市邮政管理局、市农科院)

(七)农产品质量品牌提升工程

大力实施质量兴农工程,进一步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

系、检测体系、追溯体系,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重点加强

乡镇监管机构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农业首席质量官制度落实;强

化县乡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建设,落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制度,全面实施生猪屠宰企业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电子出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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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建设,积极推动市级、县级监管

追溯平台与省级、国家级平台有效对接.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

产,积极创建果菜标准园、畜禽标准化示范场、标准化示范屠宰厂、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深入实施农产品品牌建设工程,继续落实

奖补措施,加快“三品一标”认证.以品牌运营中心为抓手,规范

“聊胜一筹!”品牌管理.加大品牌宣传和推介,培育发展单品区

域品牌,积极申报省级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农产品企业

产品品牌.深入实施“净菜进京入沪”工程、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积

极开拓西北、西南市场,提高“聊胜一筹!”品牌在全国的知名度

和市场竞争力.到２０２５年,全市认定“三品一标”１２００个以上,建

成绿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３８０万亩以上.(牵头单位:市农业

农村局;配合单位:市商务投资促进局、市市场监管局)

(八)乡村产业绿色发展引领工程

推动耕地质量提升.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耕地质量等

级划分,集中力量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高标准农田.大力实施农田水利工程,推

进四大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因地制宜兴建和提升中小型农

田水利设施.推广绿色高产高效生产技术,全面应用测土配方施

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

生态地膜栽培模式及技术.深入推进“基于植物秸秆三素分离产

物的新材料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实施.推广标准地膜、全生物

可降解地膜,推动废旧地膜、微灌滴灌材料回收处理.推进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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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试点,尽快建立健全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处理体系.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实施畜禽养殖粪污资源

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积极申报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县项目.推

广厕所粪污好氧发酵等资源化利用技术,提高厕所粪污无害化处

理水平及还田安全性.建设国家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争创省级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到２０２５年,全市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保持在０．６３６３以上,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９４％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保持在９０％以上,推广水肥一体化面积５３

万亩.(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水利局、市科技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九)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能力强化工程

提升现代种业.深入实施良种工程,做强一批育繁推一体化

现代种业企业,加快建立畜禽原种一级－二级－商品代良种繁育

体系,开展皮肉兼用驴新品系的选育和种质推广,巩固提升省级水

产良(原)种场,支持市农科院开展食用菌和鲜食玉米种质创新.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支持聊城市农科院与聊城大学农学院共建共

享科研平台,共同组建创新团队,联合开展科技攻关.积极推动科

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共同体”建设,鼓励科技人员领办创办乡土产

业名品村.强化莘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各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以

及东阿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引领作用,深入实施农业科

技园区产业提升工程,推动市农科院县级分院建设,统筹农业高

校、院所、企业和园区等优势创新资源,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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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新业态等集成创新,加快先进成熟技术成果在园区落地转化,

促进园区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升级.２０２５年,全市主要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达到９９％,畜禽良种覆盖率稳定在９８％以上,渔业良种覆

盖率达到６０％.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６８％.(牵头单

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科院)

(十)乡村产业主体培育工程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

作用和农民群众主体作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壮大提升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规范提升行动,推动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三级联创.开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示范创建,重点支持农产

品加工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

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培

养引进乡土人才.制定农民培训标准,规范培训流程,分层分类分

模块开展职业经理人、青年农场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

训.实施“归雁工程”,鼓励各类聊城籍人才返乡创新创业.继续

开展公费农科生招生工作,严格落实定向就业要求,不断发展壮大

全市基层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创建省级家庭农场

示范场７５家、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２５０家.规模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４００家,省级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达到６０

家.全市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２０万人.(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配合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审批

—１１—



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建立健全乡村产业振兴财政投入持续增长机制.强化涉农资

金整合及使用绩效监管,将各级涉农资金全面归并整合,设立乡村

振兴重大专项资金,支持县级政府将涉农资金向现代高效农业产

业聚焦,集中力量办大事.严格落实«关于支持发展我市“九大”产

业集群财政政策的实施意见»(聊办发〔２０１９〕３号)关于现代农业

产业园的奖补政策.研究制定针对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田园综合体、农业产业强镇、

乡土产业名品村等乡村产业振兴主体及平台的财政奖补政策.发

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

买服务、担保贴息、以奖代补、民办公助、风险补偿等措施,引导和

撬动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向乡村产业.(牵头单位:市财政

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

(二)创新金融税收保险服务

落实“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的要求.健全完善金融机构

金融支农工作机制,大力开展“鲁担惠农贷”业务.积极推广农地

抵押贷款,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增量扩面.探索开展

与农村土地、生产生活要素相关的新型权益类抵质押信贷产品.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组织基地农户统一对接保险、担保、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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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金融机构,探索“政企农银保担”多位一体的农业产业链融资模

式.推动农业保险从保物化成本向保完全成本、保价格、保收入转

变,鼓励保险机构开展涉农商业保险,形成“政策性保险引导、商业

性保险补充”的农业保险格局.落实农户小额贷款税收优惠政策.

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按规定享受现行小微

企业相关贷款税收减免政策.深化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库建设,每

年遴选一批重大涉农项目入库,积极争取农发行信贷支持.(牵头

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配合单

位:人行聊城市中心支行、市财政局、聊城银保监分局、市税务局、

农发行聊城分行)

(三)落实土地保障政策

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预留不少于１０％的建设用地指

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

划中预留不超过５％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保障村民居住、农村公

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

地需求.落实农业设施用地政策,将农业种植养殖配建的保鲜冷

藏、晾晒贮存、农机库房、分拣包装、废弃物处理、管理看护房等辅

助设施用地纳入农用地管理,根据生产实际合理确定辅助设施用

地规模上限.农业设施用地可以使用耕地.大力推动乡村振兴示

范行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优先用于新上鼓励类产

业项目.探索推广乡村产业发展“点供”用地模式.允许本地居民

利用自有住宅依法从事休闲旅游经营.(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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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局;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四)强化组织领导和调度督导考核

调整完善乡村产业振兴工作专班,建立市农业农村局牵头抓

总,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推进机制.进一步细化乡村产业振

兴各项工作,明确任务分工,制定乡村产业振兴年度工作要点和具

体任务目标,落实工作责任,建立定期调度制度,专班办公室做好

情况调度汇总,通报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将乡村产业振兴重要指

标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制定考核细则,搞好综合考

核,确保完成乡村产业振兴各项任务目标.(牵头单位:市农业农

村局;配合单位:市委组织部)

附件:１．聊城市乡村产业振兴工作专班人员名单

２．聊城市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十大工程重点任务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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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聊城市乡村产业振兴工作专班人员名单

组　长:任晓旺　副市长

副组长:陈长华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孙玉臣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成　员:刘清章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闫　晗　市委编办副主任

张学振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袁余成　市科技局副局长

张明国　市民政局副局长

杜新亭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主任

郝晓萍　市教育体育局总督学

张景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吴广海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孙大兴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刘　强　市商务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程会增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张卫东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李令武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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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峰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

魏　丽　市大数据局副局长

张怀海　市税务局副局长

王　璐　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胡　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四级调研员

刘东华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

杨延华　市行政审批局四级调研员

陈彦芳　聊城银保监分局四级调研员

孟宪奇　市财政局副县级领导干部

孙泽龙　市水利局金彭陶水利管理处主任

王武声　人行聊城市中心支行副行长

郑朝燕　市供销社副主任

王保峰　市农科院执行理事

王永振　市邮政公司副总经理

林　洪　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朱德成　农发行聊城分行副行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孙大兴兼任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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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聊城市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十大工程

重 点 任 务 计 划 表

乡村产业振兴

十大工程
主 要 指 标

任 务 目 标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５年

责 任 部 门

现代高效农业产业

集群打造工程
绿色蔬菜播种面积(万亩) ３１５ ３２０ ３３０ 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平台构筑

工程

省级 以 上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个)
４ ５ ６ 市农业农村局

省级农业产业强镇(个) ６ ３０ ６０ 市农业农村局

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个) ６０ ３００ ６３０ 市农业农村局

农产品加工流通能

力提升工程

省级农产品加工强县(个) １ ３ ４ 市农业农村局

省级 农 产 品 加 工 示 范 企 业

(个)
８ ２４ ４０ 市农业农村局

省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个)
１ ２ ４ 市发展改革委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精品工程
乡村旅游消费收入(亿元) ３０ ４０ ６０ 市文化和旅游局

乡村新型服务业壮

大工程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
９０ ９１ ９３ 市农业农村局

省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

织(个)
２０ ２２ ２５ 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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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振兴

十大工程
主 要 指 标

任 务 目 标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５年

责 任 部 门

乡村信息产业策动

工程
农产品年网络零售额(亿元) ３５ ５０ １００

市商务投资

促进局

农产品质量品牌提

升工程

绿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

(万亩)
３６０ ３７０ ３８０ 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绿色发展

引领工程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保

持
０．６３６３ ０．６３６３ ０．６３６３ 市水利局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８１ ８５ ９０ 市农业农村局

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
９３ ９３．５ ９４ 市农业农村局

推广水肥一体化面积(万亩) ３４ ４１．６ ５３ 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科技创新与推

广能力强化工程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９７ ９８ ９９ 市农业农村局

畜禽良种覆盖率(％) ９０ ９５ ９８ 市农业农村局

渔业良种覆盖率(％) ５０ ５５ ６０ 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主体培育

工程

省级家庭农场示范场(个) ３８ ５８ ７５ 市农业农村局

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个) １５０ １９０ ２５０ 市农业农村局

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个)
３７０ ３８５ ４００ 市农业农村局

省级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

(个)
１０ ３０ ６０ 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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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聊城军分区.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