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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市出台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争

创城乡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推动乡村振

兴走在前列，高水平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为推进“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

动、建设“名城名都”提供坚强支撑。《行

动计划》是新时代我市推动“三农”发展

的总抓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指

南。

本报记者 何 峰 通讯员 童明荣 方敏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
新作为。《行动计划》的出台，意味
着我市将以更大的决心、更高的
目标、更强的力度，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高水平谱写新时代“三农”发
展新篇章。记者就《行动计划》的
重点、特色、意义等问题采访了市
委农办主要负责人。

问：《行动计划》提出，我市要
创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
是基于什么考虑，有何意义？

答：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
兴的主干道和综合枢纽，走城乡
融合之路是实现中国特色乡村振
兴的七条道路之一。宁波城乡融
合发展现实基础较好，走在全省、
全国前列，具备了争创城乡融合
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基础条件。

宁波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的主要路径是“五个化”：一是城
乡形态格局特质化，按照“城镇高
度集聚、农村多样保留”要求，进
一步完善城镇和乡村布局体系，
构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
农互惠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
快城郊十园、特色小镇、田园综合
体等新型城乡融合载体建设。二
是功能要素配置集成化，积极引
导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
之间合理流动。三是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建立城乡公共服务标
准和质量差距逐步缩小机制，推
动城市优质教育、医疗、文化、养
老等公共资源向农村覆盖延伸。
四是基础设施建管一体化，建立
完善城乡统一的基础设施建设管
理机制，构建覆盖城乡的交通道
路、供水供电、信息通讯、环卫保
洁等基础设施服务网络。五是政
策制度供给体系化，全面深化城
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构建城乡
统一的户籍登记、土地管理、就业
管理等制度及城乡一体的政策体
系。

问：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
兴的主抓手，我市在推动高水平
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有何举措？

答：我市要按照“大花园”“大
景区”标准，高水平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把美丽乡村打造成为宁波
最具影响力、最耀眼的标志之一。

一是要抓示范创建，加快实
施“百村精品、千村景区”工程，优
化美丽乡村全域规划，推动县、

乡、村三级联动，坚持点、线、面有
机结合，创建一批在全省、全国具
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典范
镇、典范村、风景线，成为全省、全
国美丽乡村建设排头兵。二是要
抓补齐短板，着力围绕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改建、
治危拆违、农房建设、基础设施等
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重点发力。
三是要抓品质提升，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开展农村
安居宜居美居专项行动，强化村
庄和农房规划设计，推进富有地
方特色的甬派乡村民居建设，推
进村庄景区化建设，促进建村、建
房、建景“融合”，提升乡村品质。
四是要抓特色塑造，结合乡村实
际，因地制宜打造产业特色、资源
特色、区位特色、文化特色、建设
模式特色、形态特色，避免“千村
一面”和同质化现象。

问：富民强村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行动
计划》谋划了哪些重要举措？

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切实让广大农村环境美
起来、集体强起来、农民群众富起
来。

一是高水平推进美丽乡村示
范创建，加快实施“百村精品、千
村景区”工程，强化规划设计，推
进富有地方特色的甬派乡村民居
建设，促进建村、建房、建景“融
合”，加快推进垃圾、污水、厕所

“三大革命”。二是培育壮大村集
体经济，坚持“输血”与“造血”有
机结合，以“三资”管理、“四制”
发展为重点，极力探索村级集体
经济的发展新途径、扶持新模式
和运行新体制。三是千方百计促
进农民增收，落实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支持农民就业创业，实施
农民持股计划，不断拓展农民增
收渠道，提高收入水平，实施低
收入农户全面小康计划，建立以
政府主导、保险核心、公益依托、
金融支撑、社会参与“五联统保”
低收入农户精准帮扶模式。四
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以改革
创新驱动资源开发，以推进农
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滩
涂地、坡地、集体建设用地、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为重点，全面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激发推进乡
村振兴新动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三个特色重点
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5 个
主攻方向，我市将实施城乡深度融
合发展、绿色都市农业强市建设、
高水平美丽乡村创建、富民强村、
乡风文明塑造、社会治理创新、农
村综合改革、人才科技支撑和农村
党建引领 9 个专项行动，实施城郊
美丽乡村综合体（田园综合体）建
设、特色小镇建设、四明山区域生
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工程、现代农业

“152211”工程、种业强市建设、民
宿经济培育发展、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景区村庄创建等25项重点
工程。

■产业振兴：乡村振兴的
重要基础

《行动计划》提出，全面实施绿
色都市农业强市建设行动。加快农
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绿色都市农
业示范区“152211”工程，做强做精
各级农业园区，大力发展高效生
态、优质精品现代种养业，推进农
业产能向绿色都市农业示范区转
移集聚。

推动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大
力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建设“三
品一标”农产品产地215万亩，农业
标准化率 65%以上，建成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市，实施农业品牌振兴
计划。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创新，加快
培育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推动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
值，培育发展乡村共享经济、众创
经济、农机装备产业、特色文化产
业。

推进农旅文深度融合，加快发
展民宿经济，力争实现民宿经济总
量三年翻一番。实施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提升一批国
家级、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县、示范乡镇、示范点、精品线。

■人才振兴：乡村振兴的
重要支撑

《行动计划》提出，全面实施人
才科技支撑行动。

实施农村创业创新人才开发
工程，推进现代农业领军人才开发

“泛3315计划”，支持农业龙头企业
引进创业创新人才和团队。支持海
归人才、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退
伍军人等各类人员返乡下乡创业，
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可在创业地享

受与当地劳动者同等的创业扶持
政策。鼓励参加各类现代农业领军
人才和“新农人”“农创客”培训开
发工程，支持在甬高校与企业联合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开发计划。实施
乡贤人才回归工程，吸引各类乡贤
回归，直接参与农村发展和治理工
作。开展农村创业创新人才专项培
训，培育壮大农村创业创新导师队
伍，全面提升创业创新能力。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发展一批示范家庭农场、合作
社、龙头企业。实施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工程，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组织领导体系，加强新型职业农民
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人才库、项目
库、师资库、教材库、基地库等建
设。三年累计培训农村实用人才 3
万人次，新增农村实用人才1万人、
新型职业农民7000人。

■文化振兴：乡村振兴的
重要动力

《行动计划》 提出，全面实施
乡风文明塑造行动。

强化农村文明示范引领，着
力实施“三美建设”行动，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风文明
塑造的各方面、全过程。深入推
进文明村镇创建，全市县级及以
上文明村镇比例 80％以上，建成
30条以上农村文明示范线。

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开展婚
丧礼俗整治行动，推广“限定最
高人情”“四季菜单”等做法，有
效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
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深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建设，加大农村文化礼堂投入力
度，力争每年新增农村文化礼堂

300家以上。推进基层图书馆文化
馆总分馆制及乡风家风馆、农家
书 屋 、 文 化 广 场 等 文 化 阵 地 建
设，充分发挥“微型党课”“小板
凳工作法”“聊天长廊”等载体作
用。

谋 划 实 施 乡 村 文 化 振 兴 计
划，建强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大
力发展村级文化员队伍，加强业
余文体团队、文化骨干等基层文
化队伍培训，提升农村文化软实
力。倾力打造“我们的节日”“天
然舞台”“天一讲堂”等品牌，推
动 乡 村 各 类 文 化 节 庆 活 动 专 业
化、品牌化发展。

推进乡村优秀历史文脉保护
传承工程，因地制宜建设民俗生
态展陈设施，收集展览富有地域
特色和群体记忆的农村历史文化
遗产。

■生态振兴：乡村振兴
的重要任务

《行动计划》 提出，全面实施
高水平美丽乡村创建行动。

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创
建，以富裕、文明、宜居为导向，完
善市级美丽乡村示范创建标准体
系、评价考核体系，强化整县、整镇
示范创建，提升示范创建标准水
平。创建认定美丽乡村合格村1000
个，培育美丽乡村示范村150个、示
范乡镇50个、风景线50条，50%以
上区县 （市） 创建成为省、市美
丽乡村示范县。

推 进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综 合 治
理，编制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治理三年行动方案，统筹推进乡
村山水林田路房整体改善。制定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条例，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行政村覆盖面 80%以
上。深入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三年提升计划，实现生活污水规
划治理村全覆盖。推进“厕所革
命”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新建
和改造农村公共厕所15000座、旅
游厕所500座以上。

推 进 农 村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工
程，提升农村空气治理，大力建
设“污水零直排区”，巩固农村劣
Ⅴ类水剿灭成果，乡镇级集中式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97% 以
上。加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保护治理，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都
在92%以上。

■组织振兴：乡村振兴
的重要保障

《行动计划》 提出，全面实施
农村党建引领行动。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
心地位。全面深化基层党建“整
乡推进、整县提升”，开展农村基
层党建“对标建强、领航振兴”
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基层党建的
组织力和号召力，激发广大群众
主体作用。树立一切工作到支部
的鲜明导向，持续深化堡垒指数
管理和星级评定，农村锋领党组
织 （四星以上） 达到80%。

深化农村“领头雁工程”，实
施农村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
行动，大力推动“能人回引”，重
点 在 农 村 致 富 带 头 人 、 乡 土 人
才 、 新 乡 贤 、 务 工 经 商 返 乡 人
员、复员退伍军人等群体党员中
优选村党组织书记。加强村务工
作者队伍职业化建设，鼓励引导
高校毕业生、机关企事业单位优
秀党员干部到村任职。完善选派
第一书记工作制度，推行“分类
选派、全程驻村”。

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严
格执行“三会一课”、组织生活
会、民主议事等制度，持续开展
主题党日、特色党课进农村、大
型开放式组织生活等活动。定期
开展“党性体检、民主评议”，规
范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
工作。注重在优秀青年农民、在
外农民工优秀分子中发展党员，
45 岁以下农村党员比例不低于
25%。深化党员“锋领指数”管
理，落实党员管理“十条红线”，
推行党员身份证制度，加强流动
党员管理。

九大行动25项重点工程：

实现“5个振兴”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宁波这么做宁波这么做

宁海桑洲宁海桑洲。。 （（尤才彬尤才彬 摄摄））

章水镇美景。 （应海加 何峰 摄）

白岩山风车公路上
俯瞰美丽乡村。

（应海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