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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6日受权播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部署了一系列

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五年规划，是统筹谋划和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的行动纲领。新华社

记者第一时间采访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进行解读。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负责人介绍，规划围绕这一总要求，明确了
阶段性重点任务。

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方面，部署了一系列
重要举措，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同时，通过
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

在促进乡村生态宜居方面，提出强化资
源保护与节约利用，推进农业清洁生产，集中
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并确定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

在促进乡村乡风文明方面，提出传承发
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
节约的文明乡村，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在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方面，建立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
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乡村组织振
兴，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在促进乡村生活富裕方面，提出加快补
齐农村民生短板，如在改善农村交通物流设
施条件、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拓宽转移就业渠道，以及加强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
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把乡村振兴摆上优
先位置，必须坚持规划先行，树立城乡融合、
一体设计、多规合一理念，在产业发展、人口
布局、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土地利用、生态保
护等方面，因地制宜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
和专项规划方案，做到乡村振兴事事有规可
循、层层有人负责，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
功搞建设。

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20字总要求

围绕乡村振兴“人、地、钱”等要素供给，规划
部署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强化乡村振兴
人才支撑、加强乡村振兴用地保障、健全多元投入
保障机制、加大金融支农力度等方面的具体任务。

“乡村振兴要真刀真枪地干，就离不开真金
白银地投。补上乡村建设发展的多年欠账，光靠
农村农民自身力量远远不够。”韩长赋说，“把乡
村振兴摆上优先位置，必须下决心调整城乡要素
配置结构，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投入保障机制。”

他强调，当前要抓紧研究制定、调整完善土地
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用于“三农”比例的政策文
件，推动将跨省域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和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调剂所得收益，全部用于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广开投
融资渠道，引导撬动各类社会资本投向农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马晓河说，解决
“人”的问题，关键要推动两类人在城乡之间双向
自由流动。一类是农业转移人口，围绕推进市民
化“降门槛”，让有意愿、有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
在城镇落户。另一类是乡村人才，既在“育”上下
功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也要在“引”上做文章，
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

系统解决乡村振兴

“人、地、钱”难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
所所长黄汉权说，乡村振兴，产
业兴旺是重点。规划对此设置
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农业劳动生产
率、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
产值之比等5个指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未
来一段时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仍需要保持在6亿吨以上。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到2020年达到60%，2022年达
到 61.5%。未来 5 年国家将持
续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力
度，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将更加突出。

农业劳动生产率——到

2020 年 增 至 每 人 4.7 万 元 、
2022年再增至5.5万元。

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
产值比——到 2020 年提高到
2.4，2022年提高到2.5。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
待人次——到 2020 年增至 28
亿人次，2022 年再增至 32 亿
人次。

韩长赋强调，要按照农业
高质量发展要求，继续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
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新
产业新业态，要坚持将乡村产
业放在乡镇和村，把产生的效
益、解决的就业、获得的收入留
在农村，真正让农业就地增值、
农民就近增收。

重中之重是壮大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根据发展现状、区位条件、
资源禀赋等，规划将村庄划分
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
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搬
迁撤并类村庄4种不同类型，并
明确要分类推进，不搞一刀切。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
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
说，集聚提升类村庄是指现有
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
存续的一般村庄，是乡村类型
的大多数，是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点突破区。

城郊融合类村庄，积极承
接城市人口疏解和功能外溢，
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让农
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另
一方面加快推动与城镇水、电、
路、信息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促进城镇资金、技术、人才、
管理等要素向农村流动。

特色保护类村庄的重点是
把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与保
护自然文化遗产统一起来，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类
村庄将加强传统村落整体风貌
保护，并在保护基础上进行适
度开发，适度发展特色旅游业。

搬迁撤并类村庄是指生存
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
以及生态环境脆弱、限制或禁
止开发地区的乡村和因国家大
型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
庄。这类村庄要解决好易地搬
迁群众的就业问题，避免新建
孤立的村落式移民社区。

“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
段的村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异，不能
盲目超前发展，不搞齐步走。”
徐林强调。（新华社北京9月
26日电）

分类推进4类村庄不搞一刀切

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指南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指南
————解读乡村振兴战略首个五年规划亮点解读乡村振兴战略首个五年规划亮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董峻董峻 安蓓安蓓

双色球 第2018112期
05 08 18 25 26 31 04

福彩3D 第2018262期
5 3 2

七乐彩 第2018113期
09 10 19 21 24 28 29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