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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Z

云南：二十九条措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保持政策措施总体稳定
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

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

项分类优化调整，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

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2.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平台、三机

制”，实现“四个全覆盖”，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

贫底线。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强村工程。建立扶志

扶智长效机制。继续落实易地扶贫搬迁“50个工作目

标”和“40条稳得住措施”。

3.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
以脱贫县为单位实施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提高

脱贫地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培育区域劳务品牌。

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定点帮扶、选派

驻村干部、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

4.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
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实行

分层分类帮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强化

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残疾人帮扶等

综合保障措施。

5.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深入落实重要农

产品保障战略。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深入推进优

质粮食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

6.加快发展现代种业
加快农业种质资源保种场（区、圃、库）建设，

到2025年初步建成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做好

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推动建设全国性的育种

基地。

7.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和违背自然规律绿化造林、挖

湖造景，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深入推进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

8.加大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以基本解决工程性缺水瓶颈，基本消除区域性、

大面积干旱为目标，按照先建机制、后建项目原则，

实施“兴水润滇”工程，提升全省水资源优化配置和

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9.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
优化农业科技重大创新资源和科技组织模式，推

动项目、基地（平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农

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科研人员激励。

10.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
持续深入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力争

“十四五”末，茶叶、花卉、水果、蔬菜、肉牛等重

点产业综合产值实现翻番。

11.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

大力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培育一批具

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

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开展“千企兴千村”行动。

12.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农作物病虫害

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深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加强

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

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13.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施家庭农场培育

计划。支持市场主体建设区域性农业全产业链综合服

务中心。

14.实施乡村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
打造一批省、州（市）、县（市、区）、乡（镇）四

级各具特色、竞相迸发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15.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
积极有序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

制，到2023年实现重点区域村庄规划应编尽编。加强

村庄风貌引导，加强传统村落、民族特色村寨、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