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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编制村庄规划要立足现有基础，保留乡村特色风貌，

不搞大拆大建。加大农村地区文化遗产遗迹保护力度。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

建，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刮风搞运动。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

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

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实施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

推进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更多向进村入户倾斜。完善农村水价水费形成机制和

工程长效运营机制。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推进燃气下乡。发展农村

生物质能源。加强煤炭清洁化利用。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健全农

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深入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

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深入开展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支持

高校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服务。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

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加大购置补贴力度，开展农机作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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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产

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推进公益性农产品市场

和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建设。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完善配套

设施。创建现代林业产业示范区。组织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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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和农膜、

农药包装物回收行动，加强可降解农膜研发推广。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

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试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

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把农业规模经营户培

育成有活力的家庭农场。加大对运行规范的农民合作社扶持力度。培育高素

质农民，组织参加技能评价、学历教育，设立专门面向农民的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