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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研究开展新一轮

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农业气候区划工作。加强旱涝灾

害防御体系建设和农业生产防灾救灾保障。健全基层

动植物疫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常态化防控和重点人兽共患病源头防控。提

升重点区域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水平。

三、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

● 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产业需求导

向，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

创新体系。加强农业基础性长期性观测实验站（点）

建设。

●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完成全国农业种质资

源普查。全面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加快玉米大豆

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

● 加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加紧研发大型智能农

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和园艺机械。完善农

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探索与作业量挂钩的补贴

办法。

●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快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

技术推广应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和观测试验

基地建设。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测制度。严格执

行休禁渔期制度，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加大草原保

护修复力度。实施重大危害入侵物种防控攻坚行动。

　　

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压紧压实各

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责任。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把增

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要求，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

展作为主攻方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力争提高到60%以上。鼓励脱

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实施防止返贫就

业攻坚行动，确保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

人以上。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一批补短板

促振兴重点项目。深入开展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专

项行动和搬迁群众就业帮扶专项行动。

● 稳定完善帮扶政策。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发展成效监测评价。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

不减。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研究过渡期后

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五、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实施农产品加工

业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

业等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

农产品精深加工。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统筹布

局建设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支持建设产地冷链集配

中心。

● 加快发展现代乡村服务业。全面推进县域商业

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

体系。发展乡村餐饮购物、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养

老托幼、信息中介等生活服务。

●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建设。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实施

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深

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

工程。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

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

● 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完善县乡村产业空

间布局。实施“一县一业”强县富民工程。引导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向县域梯度转移。

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 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稳岗

倾斜力度，稳定农民工就业。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提

升。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加快完善灵活就业

人员权益保障制度。在政府投资重点工程和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推广以工代赈，适当提高劳务报

酬发放比例。

● 促进农业经营增效。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升行动。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行动。引导

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

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加强资本下乡引入、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