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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T

领域，而组织、文化、人才等短期难

以见到效益的领域，示范创建则显得

比较“冷清”，导致乡村振兴示范创

建项目和样板类型单一，特色不明显，

优势不突出，示范效应大打折扣。

比如，落选 2022 年国家乡村振兴

示范县创建名单的云南某县级市，辖

区内工业企业众多，工业基础、物流

基础等在省内数一数二，具备打造完

善特色农业产业链的实力和条件。虽

然当地在组织、文化、生态、人才振

兴等工作及其示范创建中颇具特色，

但在产业振兴中未能发挥出本土优势，

却舍近求远大规模建设种养业生产基

地。因受制于土地连片使用效益不高

等问题，致使生产端企业多而弱，基

地小而散，缺乏竞争力，示范带动成

效不明显、特色不突出。

    

要在精准创建上下功夫
    

据赵岗介绍，避免示范创建点和

项目千篇一律，将是未来乡村振兴示

范创建工作的主渠道。

对此，在机制上，云南还需通过

加强组织领导，依托五级书记抓乡村

振兴工作机制，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工

作专班，切实加强对挂包帮项目的督

促指导，全面合力推进示范创建。同

时，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要求各州

（市）、县（市、区）严格审核把关

项目申报资料，加大力度纠偏，避免

照搬照抄，对弄虚作假的，在省级复

核中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

任。此外，通过加强宣传引导，充分

激发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投身乡

村振兴“百千万”等示范创建工程建

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时

总结、宣传报道涌现出来的好做法、

好经验、好成效。

对于精准创建，云南省乡村振兴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应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

一是坚持规划引领、分类实施。

科学合理编制乡村振兴示范创建规划

及年度实施方案，统筹规划、分类实

施，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以点带面、

典型引领。不贪大求洋，防止千村一面。

二是坚持分级负责、突出重点。

细化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任务，各负

其责，协同配合，整合资源，合力推进。

因乡因村确定建设模式，突出重点，

分期建设，有序推进，既尽力而为又

量力而行，久久为功。不搞“一刀切”，

防止推诿扯皮。

三是坚持注重保护、留住乡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田园风貌，彰显

乡村特色，传承历史文化，推进农业

农村绿色发展。在示范创建中不照搬

“经验模式”，防止大拆大建。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民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农

民而兴，为农民而建，尊重农民意愿，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不搞强迫命令，

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五是坚持多方参与、合力推动。

健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农民主体的工程建设、运行、维护长

效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农民

群众和社会力量合力推动、共建共管

共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

大包大揽，防止等待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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