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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

继续优化“万企兴万村”、社会力

量共建等工作模式，构建产业、就业、

消费帮扶等领域双向赋能长效机制。

6. 加大对重点地区和重点群体
帮扶支持力度

加强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

搬迁集中安置区、边境地区等支持，增

强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内生发展动力。

持续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

团式”帮扶，按需选派科技特派团。

鼓励和支持“三支一扶”计划向脱

贫地区倾斜。

易地搬迁至城镇后因人口增长出现

住房困难的家庭，符合条件的统筹纳入

城镇住房保障范围。

坚持促农增收工作主线

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

7. 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
机制

深入实施农村居民和脱贫人口持续

增收三年行动。

鼓励和支持农民、村集体利用资金、

经营性资产等要素更深参与全产业链

发展。

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 以上。

8. 强化农民就业增收

推进“七彩云南”劳务品牌促就业

行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500 万人

以上。

农民工技能培训比例提高到 70%，

对有培训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应培

尽培”。

开展农民工服务保障专项行动，落

实农民工稳岗就业政策。

持续在重点工程项目和农村中小型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

继续扩大劳务报酬规模。

9. 大力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

统筹实施好“头雁”项目、“耕耘

者”及高素质农民培训计划，每个村培

养 3 ～ 5 名致富带头人（包括企业、农

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落实支持青年创业兴乡三年行动，

培育和引进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

人、文化能人、乡村工匠、非遗传承人、

带货主播等到乡村创业。

10. 持续实施农业现代化三年行动

抓实种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

冷链物流、乡村旅游、数字农业“6 项

重点工作”，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10

项重点任务”，壮大生态农业、高效农业、

共享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