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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退出的全过程监管。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

●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深化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研究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保

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

让。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

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七、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 加强村庄规划建设。坚持县域统筹，支持有

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分区分类编制村庄规划。将村庄规

划纳入村级议事协商目录。严禁违背农民意愿撤并村

庄、搞大社区。推进以乡镇为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实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制定农村

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建设指引。

●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大村庄公

共空间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巩固农村

户厕问题摸排整改成果，引导农民开展户内改厕。分

类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源

头分类减量，及时清运处置。推进厕所粪污、易腐烂

垃圾、有机废弃物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

● 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

护和安全管理。推进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

供水工程标准化改造。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发展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展现代宜居农房建设示范。深入

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

广。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

●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水平。推进医疗卫

生资源县域统筹。统筹解决乡村医生薪酬分配和待遇

保障问题，推进乡村医生队伍专业化规范化。提高农

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快乡镇区域养老服

务中心建设。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计划。

 

八、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

●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

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全面培训提高乡镇、村班

子领导乡村振兴能力。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强化派出单位联村帮扶。开展乡村振兴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整治。

●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

理，强化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功能。健全党组织领导

的村民自治机制，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推

进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农村妇女儿童权利

的违法犯罪行为。组织开展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创建。

●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支持乡村自办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

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

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推进农村丧葬习俗

改革。

九、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

● 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坚持把农业农

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压实地方政府投

入责任。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将符合条件的乡村振兴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

围。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推动金融

机构增加乡村振兴相关领域贷款投放。鼓励发展渔业

保险。

● 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乡村振兴人才

支持计划。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开展农村创业

带头人培育行动，提高培训实效。大力发展面向乡村

振兴的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完善城

市专业技术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激励机制。允许符合一

定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

创业地落户。

● 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建设。深入推

进县域农民工市民化。梯度配置县乡村公共资源。扎

实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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