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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个绿美乡镇、200个省级绿美村庄。

17.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

加快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城乡供

水一体化三年行动。

加快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在适宜

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农村地区有效覆盖。

新改建农村公路 1 万公里。

大力推动村庄停车场规划建设。

农村危房和农房抗震改造应改尽改。

18.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加大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资金投

入，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达到省定基本办学标准。

持续开展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服务能力达标建设。

持续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医保直接

结算。

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多

缴多得、长缴多得”激励机制。

做好农村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妇

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关心关爱服务。

19. 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

坚战。

扎实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持续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农膜科学使用回收。

坚持不懈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

持续开展打击整治破坏古树名木

违法犯罪活动。

20. 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持续推进“五城共建”，新建 10

个健康美丽文明智慧幸福县城。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行动。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21. 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持续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分级举办各类培训，全面提升乡

镇领导班子、驻村工作队员和村干部

抓乡村振兴能力。

全面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

量培育储备三年行动，每个村至少培

养 1 ～ 2 名比较成熟的后备力量。

持续深化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22.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和创新发展。

强化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

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加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现代创意”

的传承创新力度。

推动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传承。

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群众性文

体活动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