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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陈敢/江苏省海门市副市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部署，既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要求，又符合“三农”发展的目标定位。

江苏省海门市制定了乡村振兴行动计划，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持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之基 

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围绕创建“全省农业结构调整示范县”目标，加快“稳粮调油”种植业布局调整，深入推进农业

六大产业结构性调整，做大做强海门山羊、四青作物、优质瓜蔬、特粮特经、花卉苗木、生态渔业等优势特色产业。加快现代

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步伐，新建 2〜3个重点科技型示范园区和生态主题农业园区。 

创新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先导工程、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适

度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联盟“三个全覆盖”试点建设，丰富内涵，打造特色，形成示范。积极创建“江苏省粮食生产全程机

械化示范县”，确保全市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达 90%以上。 

优化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壮大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好现代农业“特”的文章，培育和

壮大海门优势特色农业。大力推进与上海的农业合作交流，加强供沪农产品基地、入沪销售渠道和在沪销售门店建设。扶持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推广“一村一品一店”，大力促进农产品基地、加工、流通之间的融合互动。 

坚持富民强村，彰显乡村振兴之本 

促进集体经济上水平。结合特色小镇培育、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以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游则

游，大力发展各种业态的村级@色经济，全面推广资源开发、资产经营、合作共享、又股分红等集体经济模式。动员和支持村集

体通过流转土地、规模经营、建设社会化服务联盟等获得收入，壮大集体经济。 

拓宽富民増收新空间。不断放大家纺、建筑、红木等特色富民产业优势，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增加农民就业岗位，提升农

民职业技能，稳住工资性收入增长势头。依托现代农业发展，着力提高现代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不断深化农村改革，赋

予农民更加稳固的财产权。全面落实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物价补贴、社会保障等涉农政策，推动农民转移性收入与经济发展同

步增长。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重点解决好“帮扶谁”“谁来帮”“怎

么帮”的问题，确保今年全市省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的累计脱贫率超过 85%。精准制定帮扶措施，把扶贫与扶智、扶技结合起来，

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着力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对没有劳动能力的，注重兜底保障，在住房、医疗、健康、就业等保障

政策之间实现有效集成、相互衔接。 

坚持城乡统筹，绘就乡村振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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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实施农路提档升级工程，逛一步加快镇村路桥、农村公交、客运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农村

区域治污管网建设，同步开展沿河、沿路“十个必接”和重要排污口截污纳管工程，着力提高镇村污水治理能力。加快推进农

村电网、农村光纤网络、无线局域网等建设，继续开展农村河道疏浚整治，实施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持续改善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推进农村民生实事。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快推动教育、卫生、养老、体育、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

倾斜。积极发展农村教育，继续实施学校装备提升、校园安防提升等工程。不断深化医联体等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镇村医

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继续抓好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百姓舞台示范点建设，实施健身广场提档升级工

程，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和全民阅读活动。大力发展农村养老事业，全面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逐步提高城乡低保、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居民医保等保障标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围绕农村生态突出问题，结合省“263”专项行动，狠抓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业投入品污

染等综合整治。进一步完善农村环境管护机制，加快实现河道保洁、道路保洁、绿化管护、垃圾收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管护

“五位一体”长效管理。以创建“全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市”为契机，完善秸秆收储利用体系。以创建省美丽乡村为目

标，全面开展村庄绿化工程，大力推进沿江、沿海、沿河、沿路、沿铁路，家园、田园、农业园“五沿三园”的绿化建设。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扩大“三务”公开，积极探索社区协商和“三社互动”等基层治理新模式，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社

区治理。加强乡村法治建设，深入开展“七五”普法宣传教育，实施法治惠民工程，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提高乡村德治水

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沁、价值观，开展文明区镇、文明社区等系列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弘扬新时期海门精神、乡

贤文化和优良家风，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积极营造崇德向善、明礼守信的文明新风尚。 

坚持深化改革，激活乡村振兴之源 

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在完成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在规范农村产权交易、落实农村集体资产效能、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政经分离、完善利益分配等方面进行探索。根据《江苏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

资产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管理，推动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市场化流通，阳光化运作，保障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创新农村土地管理。有序开展农村土地流转数据库建设、土地流转市场准入机制完善和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三项工作。

农村土地流转数据库建设做到与国土地理信息数据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省级产权交易信息“三结合”，土地流转

市场准入机制注重事前、事中、事后“三把控”，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突出市财政与村、承保公司与村、市镇与保险公司“三

联动”，争创全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创新示范县”。 

优化农村金融服务。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参与乡村振兴。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

全农村产权抵押担保、融资风险防控等机制，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竞争适度、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

系。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加快开发适应新型经营主体和海门特色

农业发展需要的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