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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

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

加大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功能

 建强基层干部队伍，重点加

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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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实施“万名党员进党校”，

对农村党员分期分批开展集中培训。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村

级议事决策机制。

 强化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和村

（社区）“法律明白人”培育，实

现法律服务普法率 100%。

 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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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深入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支持乡村自办群众性文化活动。

 扩大“文明家庭”“最美家

庭”“星级文明户”等创建覆盖面，

大力选树孝老爱亲、勤俭持 家 的

典型。

 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

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推进农村丧葬习俗改革。

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

 加大对符合条件的“三农”

领域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力度。

 优先保障粮食播种收购、“菜

篮子”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信贷供

应，加大对设施农业信贷投放力度。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开展

渔业保险。

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做好基层人才对口培养工作，

安排接收 200 名左右来自基层一线

的教育、农业、医疗骨干人才到省

属高校、中小学、医院开展对口研修。

 继续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

划、“万名人才兴万村”等行动，

建强乡土人才队伍和致富带头人队

伍，每个村每年重点培养 3 ～ 5 个

农村致富带头人。

 鼓励支持返乡创业兴业人员、

乡村振兴引进人才根据本人意愿，

将户口迁至服务地区所在乡镇的乡

村振兴人才集体户口。

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深入推进县域农民工市民化。

 做好农民工金融服务。

 梯度配置县乡村公共资源，

推动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养老服务联合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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