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植猕猴桃的创业计划书(优质5篇)
计划是提高工作与学习效率的一个前提。做好一个完整的工
作计划,才能使工作与学习更加有效的快速的完成。计划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计划呢？这里给大家
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种植猕猴桃的创业计划书篇一

一年来，我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
利用工作间隙，我抓住重点，学习了科学发展观，五中全会，
深刻领会了全会的精神内涵，找准了工作的方向，抓住了工
作的重点。使工作得心应手。始终坚持服务为民的理念，明
白自己的职责所在。才能真正深入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想
法、看法。回到工作中，便游刃有余。

(1)扶贫工作贵在“精”“准”“实”，为了取得最详实的第
一手资料，我经常深入群众中去，了解贫困户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并及时加以记录。同时、在下班以后，还经常通
宵达旦，与同事研究相关算法和数据填报格式。最终，成功
上报了全部数据，完成了省级大数据采集工作。为政策的制
定提供了最现实的依据。

(2)要带着最深的感情去深入群众、走访群众，

一年来，走访入户群众300余户，虽然起初，困难重重，也碰
到了不少钉子，没少吃闭门羹。但我并不气馁，还是坚持进
门入户，讲解相关惠农政策、研究富民门路、与他们一起解
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及时上报镇相关领导，以便对
问题进行实时监控，及时解决问题隐患。半年下来，在我的
不断努力和坚持下终于和群众打成了一片，融入到了群众中。
只有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群众才会接纳你，认同
你，支持你。才使自己以后的工作更加顺手，才能最终回归
到服务为民的这个出发点上。



(3)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农村工作繁纷复杂，特别是和群众有关的工作更是如此。作
为一名最基层的工作人员，我深有体会。农民作为的弱势群
体，对自己直接的相关利益最为敏感。今年，在收缴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时，有几户群众认为自己身体不错，
都不愿缴纳。我便主动上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仔细讲
解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最后，这几乎群众均主动足额缴纳了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圆满完成了当年的收缴任务。

规范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净化了从政环境，改进了机构
效能。在这种氛围下，镇党委及时召开会议，宣讲精神、内
涵。虽然今年工作任务重，困难多，但我还是能时时严格要
求自己。在入户期间，从来没有接受村上和个人的各种邀请
和礼品，认认真真、严格足量的完成了领导交付的各项任务。

1、是思想上学习不够重视，由于工作经验少，总觉得忙，没
时间，缺乏学习的自觉性，即便学习，也是培训中学一学，
轻视政治理论学习，对政治理论缺乏全面了解。

2、是在工作中落实不够全面，表现在抓全盘、注重经济，轻
精神文明建设，重视建设，放松了计生工作，与群众接触和
交谈少，理论与实践结合差，学以致用不够活。

3、是与同事交流少，不够积极主动和同事探讨研究工作中的
问题，工作不够扎实等问题。

总结过去，汲取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努力，加强
学习，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总结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
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新的一年又将到来，站在新的起
点上，我将更加努力，期待在20xx年取得更大的进步!



种植猕猴桃的创业计划书篇二

为认真贯彻落实第七个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响应农业部提出的
“粮食优质高产创建活动”和袁隆平院士提出的“种三产
四”工程，全面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确保粮食产量稳
定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我镇计划完成农业生产主要指
标：粮食播种总面积5.26万亩(其中优质稻种植面积3.05万亩，
超级稻种植面积2.29万亩)，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面
积3000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4.87万亩，实现粮食总产量2
.13万吨。

一、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增加粮食总产。

以文件形式下达我镇农业生产各村任务指标，安排行政驻村
干部包村，农业站干部包片进行技术指导，层层落实各项粮
食生产指标。

二、确保耕地不抛荒。

水利条件好的水田全部种植水稻，水稻条件较差的耕地种植
玉米等旱粮或经济作物。成立粮食生产暨禁止耕地抛荒工作
领导小组，并与各村签订责任状，坚决杜绝耕地抛荒。

三、办点示范

1、创办一个统一种植超级杂交稻品种且集中连片1000亩以上
的高产示范片，亩平均产量700公斤以上。

2、创办一个水稻病虫害专业化防治1000亩以上示范片。

3、建立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

一是搞好少量的水稻、玉米新品种的对比试验;



二是搞好水稻旱育秧、抛秧、免耕直播等新技术的推广，继
续扩大塑料覆盖育秧面积。

四、积极开展工作

贯彻落实土地流转机制，发展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组织，培育
种粮大户，推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

1、培育种粮大户，对水稻种植面积50亩以上或100亩以上的
农户分别实行奖励。

2、积极推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成立一个专业化防治
服务公司，成立村级专业机防队10个，推广背负式手动喷雾
器300台，采取全程承包、全程服务、节省防治成本30%以上。
对专业化防治组织购买喷雾器补贴不低于总价的40%。

3、积极组织对种粮大户、科技示范户及专业化防治队伍开展
农业技术免费培训3期以上，500人次以上。

五、加大农资市场监管。

杜绝域区销售、使用违禁农药及“毒鼠强”。做到“五无”：
无生产销售假劣产品行为，无销售禁用农药行为，无非法制
种，无“毒鼠强”产品，无重大农业生产安全事故和“毒鼠
强”中毒事件。

六、及时观察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准确发放病虫害防治意见。

特别对中稻矮缩病的预防和防治资料，利用电视台、黑板报、
印发资料等形式搞好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全年计划印发农
业生产技术资料10期，1万份。

七、补贴发放

积极会同财政所做好粮补、油补及农业综合补贴资金的摸底



发放工作。

八、加强农技队伍稳定，无群体性上访事件。

20__年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的开展，将以科技兴农、科普惠
农为指针，以农民增产、增收为目的，开拓进取，把我站的
农业技术推广上一个新的台阶。

种植猕猴桃的创业计划书篇三

1.种植园地与幼儿园环境

在幼儿园,种植园地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经过种植的地
方,因此也是指有植物的地方。这个含义比较广泛,甚至可以
从场地延伸到廊道和室内。二是指专门用来种植的地方。这
个地方需要不断种植和收获,可能会种上蔬菜、瓜果及粮食作
物,但很少会种植花草和树木。大部分幼儿园的种植园地主要
是后者。我们今天倡导的是广泛种植,因此一切需要种植植物
的地方,哪怕是一个花坛、一个角落都应属于种植园地的范围。
幼儿园的水泥地、砖地、塑胶地够用就行,种植园地的面积应
该尽可能扩大。在规划种植园地时,关键是要让幼儿成为种植、
管理和欣赏的主人。我们要让植物进入幼儿园每一个可能的
角落,让自然的生机充盈幼儿园每一个空间,让幼儿园的环境
真正活起来,让幼儿园真正成为花园和乐园,让幼儿获得更多
的观察、发现和管理的机会。只要我们拥有热爱生命的眼光,
只要我们关注自然的教育价值,只要我们真正懂得幼儿的需要,
就可能创造一个充满生机的幼儿园环境。

2.种植园地与幼儿发展

种植园地对幼儿发展的意义,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可以陶冶幼
儿的情*,还在于种植园地本身及种植过程就是幼儿园课程的
重要内容。幼儿参与种植与管理,既能锻炼多种运动能力,也
能获得很多种植方面以及有关植物甚至动物的经验,如菜花与



蜜蜂、桑树与蚕等。在参与种植和管理的过程中,幼儿对很多
植物的生长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对植物的根、茎、叶、花、
果等有了对比*的了解,通过各种感官感知植物的特*,发展观
察能力和比较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幼儿的审美能力、
数量概念、责任意识、与同伴的协作能力、计划能力等都可
能得到发展。因此,幼儿园的种植不是随意的行为,而是有计
划的行为;幼儿园的种植不同于社会生活中的绿化,而是课程
的设计和实施;幼儿园的种植不只是为了好看,而且是为了幼
儿的发展。

3.种植园地与家庭教育

让幼儿在充满生机的环境中通过全身心参与得到发展,是幼儿
园教育的理念,也应是幼儿园教育的实践。这种理念和实践也
会影响家长。幼儿园的环境常常是家庭环境的楷模,幼儿园的
教育实践常常是家庭教育的榜样。因此,注重种植,注重对植
物的观察的教育,有可能会从幼儿园延伸到家庭。幼儿园应该
将关注植物、关注生命、注重观察等基本理念传播给家长,让
家长注重家庭种植,注重引导幼儿关注社区中及其他自然环境
中的多种多样的植物,给幼儿创造一个家园一致的良好的教育
和生活环境,真正有效地促进幼儿身心*发展。

二、种植园地的规划

1.空间安排

幼儿园种植园地的规划应该全域化,就是要关注室内外一切可
以利用的空间,尤其是要精心安排室外空间。要考虑幼儿园各
年龄段幼儿的特点,安排相对稳定的种植空间和经常轮替的种
植空间。相对稳定的种植空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考虑在
现有植物的基础上在那里换种、套种一些植物。经常轮替种
植的空间不一定要固定化、一致化,可以将它规划在幼儿园不
同的空间。既可以考虑阳光充足的地方,也可以充分利用有些
阳光相对不足的地方,这样,幼儿就有了比较植物生长及其环



境的机会。幼儿园种植空间的安排要尽可能考虑面积,但面积
大小不是唯一标准,真正合理的标准是能否从本园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充分利用空间。

此外,空间确定后,具体的规划和安排应该是教师和幼儿共同
的工作,有时也可以请家长及其他社区志愿者参与。幼儿园的
种植空间切忌一*切,切忌剥夺教师和幼儿的决定权,不然,种
植的课程价值就可能降低。

2.植物种类

植物多样化是幼儿园种植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从幼儿经验
的意义和幼儿园课程的意义上考虑的。比如,幼儿园要尽可能
从本地的自然条件出发,确保种植一定种类的树木。在种植树
木时,可从树木的高矮、叶子的形状、落叶与常绿、树叶的
颜*、树皮的纹路、是否开花、花的种类和气味、是否结果等
方面加以考虑,并精心安排种植的位置,做到既不挡室内光线
又有遮阳功效,层次分明,**搭配巧妙。在各种可能的空间,幼
儿园可以考虑种植形态较小的花草。此外,幼儿园的草地也宜
种植多种草,给幼儿欣赏、比较的机会。至于专门的种植园地,
幼儿园可从当地的气候条件出发,考虑种植各类蔬菜、瓜果、
粮食作物等,尽可能做到多样化,如各班可以考虑种植不同的
蔬菜。

3.种植时节

幼儿园植物的种植应该全面考虑,综合规划,充分利用各班的
空间。种植什么及何时种植应该由教师在制订课程计划时一
并考虑。在每一个空间种下的植物都是和特定班级的课程联
系在一起的。幼儿园课程计划表也包含幼儿种植的安排。一
般来说,必须事先确定种植的内容和空间,然后准备相应的种
子和工具,安排种植的时间以及后续的管理、观察、收获、表
征等活动。如有些地区可能在3月中旬种植莴苣,但莴苣苗的
培植可能还要早一些,真正看到莴苣的茎时可能已经到了4月



中旬,真正收获可能要到5月份。而莴苣开花、结籽可能在6月
份。这些都应纳入课程计划之中。有一些在暑假成熟的果实
应该安排假日收获,或者通过影像、照片等方式加以记录,确
保给予幼儿尽可能多的经验。当然,幼儿园的种植应尽可能让
幼儿感受到收获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有植物生长周期和种
植时节的概念。

三、种植园地课程价值的实现

种植是种植园地产生课程价值的首要环节,它包括种植活动的
计划和落实两个部分。种植活动的计划包括种植空间的观察、
植物及其种子或苗的选择、种植方法的讨论、种植工具和合
作方式的确定等。在这一过程中,幼儿既有原有经验的提取,
也有新经验、新知识、新技能的获得,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尝
试。在种植的落实部分,教师应尽可能调动幼儿自身的力量,
同时给予帮助和指导,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幼儿尝试
一些具体的种植行动。每一次种植后,教师可以和幼儿一起讨
论和提升,形成一些比较稳定的步骤*策略体系,如挖坑——放
种子——填土——浇水等,以便幼儿在种植相似的植物时可以
据此采取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幼儿获得了经验和知识,发展
了动手能力和合作能力。

2.管理环节价值的实现

种植之后,就需要管理。管理是一项相对长期的任务。幼儿园
种植园地的管理主要是浇水、捉虫、松土之类的事项。这些
事项不断重复,难免单调,这就需要培养幼儿的责任心和任务
意识。当然,管理过程也是重要的观察过程,任何管理行为都
是根据植物的生长情况发生的。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有助于幼
儿深入了解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变化,使幼儿产生惊奇
感和好奇心。同时,要鼓励幼儿通过各种方式记录植物的变化。
对于植物产生的一些重要变化,教师可以引导幼儿通过比较观
察和讨论,尽可能用语言加以描述。如要认识蚕豆与豌豆的茎、
叶、花及豆荚有什么不同,就需要幼儿深入地比较观察。因此,



不能把管理环节仅仅看作是完成任务的过程,它还是给予幼儿
惊喜的过程。

3.收获环节价值的实现

种植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获,无论是常年生长的树木还是经常轮
种的蔬菜都有收获的过程。幼儿园要尽可能选择有花有果的
树木,如幼儿喜欢的桃、梨、李、柿子、核桃、枣子等。此外,
桂花、栀子花、茉莉花等也有收获的时节。幼儿自己种植的
番薯、小麦、玉米、大豆、豌豆、扁豆、豇豆、红豆、高粱
以及各种蔬菜和瓜果更需要收获。几乎每一种植物都有不同
的收获方法,很多植物的收获需要幼儿之间的协作和配合。收
获植物可以让幼儿感受到味道、形状、**,感受到重量和数量。
幼儿欣赏和品尝自己收获的果实时,可以深入关注不同植物的
特征,尤其是内在的结构和特征。因此,收获是喜悦的,收获也
包含了丰富的学习经验和发展机会。幼儿可以通过看、摸、
尝、嗅等感觉通道获得很多新的经验和感受,并用自己的语言
加以描述。

4.其他价值的实现

收获过后,会留下很多植物的根、茎、叶、壳、须、皮、籽等,
这些材料是幼儿进行创造*活动的重要材料。幼儿可以利用这
些材料开展丰富多样的创造*活动。一个注重种植的幼儿园也
应该同时注重幼儿的创造*活动,只有这样,种植的课程价值才
能充分实现。当然,植物的根、茎、叶、壳、须、皮、籽等也
可以用于幼儿的游戏活动之中,还可以用于其他学习活动之中,
从而充分发挥其作用。

种植猕猴桃的创业计划书篇四

为认真贯彻落实第七个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响应农业部提出的
“粮食优质高产创建活动”和袁隆*院士提出的“种三产四”
工程，全面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



加，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我镇计划完成农业生产主要指标：
粮食播种总面积万亩（其中优质稻种植面积万亩，超级稻种
植面积万亩），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面积3000亩，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万亩，实现粮食总产量万吨。

以文件形式下达我镇农业生产各村任务指标，安排行政驻村
干部包村，农业站干部包片进行技术指导，层层落实各项粮
食生产指标。

水利条件好的水田全部种植水稻，水稻条件较差的耕地种植
玉米等旱粮或经济作物。成立粮食生产暨禁止耕地抛荒工作
领导小组，并与各村签订责任状，坚决杜绝耕地抛荒。

一、创办一个统一种植超级杂交稻品种且集中连片1000亩以
上的高产示范片，亩*均产量700公斤以上。

二、创办一个水稻病虫害专业化防治1000亩以上示范片。

三、建立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一是搞好少量的水
稻、玉米新品种的对比试验；二是搞好水稻旱育秧、抛秧、
免耕直播等新技术的推广，继续扩大塑料覆盖育秧面积。

一、培育种粮大户，对水稻种植面积50亩以上或100亩以上的
农户分别实行奖励。

二、积极推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成立一个专业化防
治服务公司，成立村级专业机防队10个，推广背负式手动喷
雾器300台，采取全程承包、全程服务、节省防治成本30%以
上。对专业化防治组织购买喷雾器补贴不低于总价的40%。

三、积极组织对种粮大户、科技示范户及专业化防治队伍开
展农业技术免费培训3期以上，500人次以上。

杜绝域区销售、使用违禁农药及“毒鼠强”。做到“五无”：



无生产销售假劣产品行为，无销售禁用农药行为，无非法制
种，无“毒鼠强”产品，无重大农业生产安全事故和“毒鼠
强”中毒事件。

特别对中稻矮缩病的预防和防治资料，利用电视台、黑板报、
印发资料等形式搞好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全年计划印发农
业生产技术资料10期，1万份。

20xx年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的开展，将以科技兴农、科普惠
农为指针，以农民增产、增收为目的，开拓进取，把我站的
农业技术推广上一个新的台阶。

种植猕猴桃的创业计划书篇五

1、加强区域材料的投放和教师的有效指导，重点是美工区和
益智区，促进幼儿小肌肉的发展。

具体措施：

（1）加大美工区材料投入，设置了涂鸦壁、画笔、橡皮泥、
油画棒、浆湖、棉签、各种形状的彩色纸、纸盒及漂亮食品
袋等许多材料供幼儿活动。让每一名幼儿在活动时根据自己
的兴趣自由的选择。不断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从而达到对
小肌肉的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2）在益智区中开设玩玩做做角，投放了花绳、镊子、勺子、
豆子、小珠子、海棉块等操作材料，在日常生活训练中让孩
子学习夹、舀、挤、转、二指抓、三指抓等活动。开展各种
活动促进幼儿手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3）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时间进行训练指导促进小肌肉发展幼
儿，例如：在晨间幼儿入园时进行训练指导。这时主要指导
能力差的幼儿，让他们在活动区玩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活动
从而促进小肌肉发展。



（4）吃午点时对幼儿进行训练。如：吃桔子时让幼儿按照教
师的方法把桔子皮撕成一朵小菊花，吃香蕉、猕猴桃时也可
以让幼儿自己练习剥皮。这样既培养了兴趣又促进小肌肉发
展。

（5）家园配合强化训练，和家长取得联系个别沟通，针对这
些小朋友的情况建议家长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训练，做到家
园配合共同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和促进小肌肉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