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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本刊记者 

市政府新闻办 11月 29日举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市农业农村委主任张国坤介绍了新出台的《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 年)》。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冯志勇、叶军平、王国忠、黎而力出席发

布会，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

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

历史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国“三农”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我国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出了系统的全面的部署，是开创新时代“三农”工作新局面的纲领性文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事关上海现代化建

设全局。今年 3 月，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的实施意见》，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定目标、定方向、定任务、定政策，确立起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11

月 23 日，上海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上海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强村、富民、美环境，做实做好乡村振

兴这篇大文章，加快打造具有江南水乡特征和大都市郊区特色的上海农业农村新风貌。 

今年以来，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上海加强具体协调，抓好贯彻落实。 

(1) 抓规划编制与落地 

一是战略规划。市发改委、市农委牵头编制的〈Ct 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上海市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已经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二是村庄规划。重点解决村庄空间布局散、规模小、风貌不协调问题。8 月下旬，

《村庄规划编制导则》和《郊野乡村风貌规划设计导则》已完成，明确分阶段、有重点地落实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到 2019年实

现全覆盖。三是农业布局规划。完成粮食生产功能区、蔬菜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三区”划定，做到规划既落图、

又落地，全面纳入国土“大机”管控。 

(2) 抓政策顶层设计 

针对突出问题，进一步强化政策的导向作用。对 2013 年以来出台的 128项涉农政策文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甄别，并明确今

年要制订推进乡村振兴“1+19”配套文件。目前，14 个政策文件已经或即将出台，6 个政策文件正在征求意见。这其中，一是

对涉农财政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制订出台《关于本市建立健全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重在打破原来“九龙治

水”传统体制，改变涉农资金分散的现状，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以打包的方式将建设资金下放到各涉农区，给

基层更多的自主权。二是为进一步激活农民闲置房屋“沉睡的资源”，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制订出台了《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

意见》，解决了长期制约乡村民宿发展的土地、消防、工商登记、安全保障等瓶颈问题，为促进农民增收创造了良好条件。三是

加大对农业农村用地政策顶层设计，回应基层干群期盼。明确通过加强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盘活的建设用地指标向乡镇倾斜，

主要用于农业设施建设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发展。对符合上海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实际需求的设施农用地用途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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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地标准也已形成，相关政策意见已经出台。四是调整完善新一轮农村帮扶政策。重点整合市、区各方力量，大幅增加帮扶

资金，全市将筹措帮扶资金不少于 50 亿元，帮助经济相对薄弱的纯农地区建设一批产业"造血”项目，利用项目收益形成区级

帮扶专项资金，重点帮扶经济薄弱村生活困难农户，全面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五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导向，对农民职

业培训政策作深化完善。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促进就业为目标，非农就业为重点,精准对接为路径。一区一计划，对未就业且有

就业意愿的农民，通过建档立卡提供培训就业服务；对已就业农民，提供个性化培训就业服务,实现农民培训就业服务全覆盖，

为农民增收奠定扎实基础。 

（三）抓实践探索 

一是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力度。为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预计今年底，本市农村承包地流转率可达 80%。同时，

探索在区级层面对承包地流转实行统一管理。二是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积极促进农业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增效转变，加

快农业向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地产绿色农产品率已由 2016年的 4%提高到目前的 13%,预计 2022年将提高到 30%，

位列全国第一。三是持续推进美囲乡村建设。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抓好村庄改造年度项目推进。目前，

全市已评定美丽乡村示范村 62 个，到年底将达 75个，至 IJ2022 年达到 200个。这对改善上海农村面貌将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四是启动乡村振兴示范村试点工作。在完成农业规划、村庄规划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村落形态、人居环境和产业能级水平，

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开展了乡村振兴示范村试点申报和遴选工作，编制了示范村建设标准指南，确

定 9 个村（每个涉农区各一个）列入首批创建单位。此举旨在探索大都市郊区农村实现“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在文化”目

标的模式和路径。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五是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2018—2020年）。以“四好农村路”建

设、垃圾治理、生活污水处理、水环境整治等 11项整治任务为主攻方向，明确阶段目标任务,强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下一步,要紧紧围绕强村、富民、美环境，坚持不懈抓好以下工作： 

（一） 强化体制机制落实 

一要推进组织体制完善。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结合本次机构改革，进一步健全市、区两级党委农村工作机构，加强“三

农”工作领导干部的配备和管理，充分调动镇、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提升村民参与度。二要推进督查考核工作。加大对各涉

农区乡村振兴工作的督查力度，督查情况向市委、市政府专题汇报，向各有关区通报，并适时向社会公布;委托第三方对各涉农

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情况进行考评，对考评末档的区进行约谈。三要推进信息推送工作。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及时总结典型

经验，发挥好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二） 组织实施重大抓手 

谋划好上海乡村振兴的重大抓手，使之既充分体现上海的乡村是国际大都市的乡村，又体现乡村振兴的内涵，将风貌形态、

产业、生态、生活、文化、治理和富民等都涵盖进来。11月 23日，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海市乡村振兴实施方案（2018

—2022 年）》，提出上海乡村振兴的重大抓手是“363”工程，即打造“三园”工程（“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实施六

大行动计划、落实三大保障机制。 

（三） 努力破解关键难题 

对基层普遍反映的问题，落实责任单位，明确工作任务：针对农民集中居住问题，要求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完善政

策，提出下一步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路径和操作方法，改变农村存在的零散面貌。针对宅基地问题，重点研究完善宅基地置换

政策，研究制定宅基地平移政策，明确宅基地归并范围和标准，激活农村土地要素。针对农民建房问题，要求通过调研，提出

明确的政策措施，修订完善农村村民建房管理的有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