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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

“一个加强”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
领导

 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

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落实“四下基

层”制度，深入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农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按规定开展乡村振兴表彰激励。

 强化农村改革创新

启动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 30 年整省试点。

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探索

防止流转费用不合理上涨有效办法。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对集体资产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

组登记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实行税

收减免。

 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

落实土地出让收入支农政策。

规范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

策工具，支持乡村振兴重大工程项目

建设。

创新支持粮食安全、种业振兴等重

点领域信贷服务模式。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

 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

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

发挥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等作用，提高农民教育培训

实效。

推广医疗卫生人员“县管乡用、乡

聘村用”，实施教师“县管校聘”改革。

推广科技小院模式，鼓励科研院所、

高校专家服务农业农村。

本刊综合

文物保护工程。

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

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

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

 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

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

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

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

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

完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

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

 建设平安乡村

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

警、多元化解机制。

持续防范和整治“村霸”，依法

打击农村宗族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

持续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加强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防范。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增强农民法

律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