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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强调，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

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推进“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再出发的起步之年，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重大考验之年，做好今年的“三农”工作，

具有全局性的特殊重要意义。3 月初，江苏省委 1 号文件《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

高水平全面小康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今年全省“三农”工作将对标对表补短板，坚持防

疫发展两手抓，确保农村同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做好今年“三农”领域重点工作意义特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必须补齐高水平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是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确立、近年来我省孜孜以求的总目标。高水平全面小康，最突出短板在

“三农”。近年来，江苏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工作上的韧劲，在去年 7 月份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之后

印发《关于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强弱项的若干措施》及 5个专项行动方案的基础上，今年

省委 1号文件继续聚焦“三农”，突出补齐短板，确保高水平全面小康的质量和成色。

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再出发的起步之年，必须在高水平全面小康基础上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 12月份视察江苏时提出的“强富美高”总要求，不仅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行动指南，也是开展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指引。他特别指出，农业还是四化同步发展的短腿，农村

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江苏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2020年，

江苏推进“强富美高”再出发，必须在时空场景上适时进行由小康到现代化的切换。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重大考验之年，必须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强化“三农”发展保障。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省经济运行和“三农”工作面临着巨大考验，迫切需要我们“抗大疫、迎大考、

越大关”。在这一形势下，要不断取得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勇于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

为全省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勇挑重担、多作贡献，必须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落实保障措施，统

筹抓好农村疫情防控和“三农”工作。

对标对表补齐高水平全面小康“三农”短板

立足于巩固提升，建立完善脱贫攻坚、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2014年底以来，江苏在基本消除绝对

贫困的基础上，超过 254 万农村低收入人口基本实现脱贫目标。2020 年是全省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升年，

省委坚持投入不减、力度不降、靶心不散、频道不换，确保脱贫攻坚质量。《意见》强调，稳定脱贫攻坚

政策，持续深化产业就业扶贫，探索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研究制定具体政策，有效促进共同

富裕。

立足于对标对表，全面补齐高水平全面小康农村民生短板。这主要包括：两个“改善”，持续改善苏

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全年新增完成 10万户改善目标任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突出抓好生活垃圾治

理、厕所革命、污水处理等重点工作，确保完成三年行动目标任务。四个“提升”，即提升农村教育水平，



完善乡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全面提升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为农村新补充 5000

名医疗卫生人员，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新增20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60元以上；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深入实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示范工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工程，全面促进乡村文化繁荣。

立足于农稳粮安，确保疫情防控和农业有效供给与农民稳定就业双胜利。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的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致使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可能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围

绕抓好经济发展“压舱石”、社会稳定“定海针”，《意见》强调，加大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确保疫情

防控和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供给；巩固提升粮食产能，粮食总产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优良食味水稻

1300 万亩以上；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全年生猪出栏 1800 万头，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提升农民

就业创业能力，深入实施农民收入新增万元工程，建设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

伍。

立足于超前谋划，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重点示范和总体规划。《意见》强调，要落实部省共同推

进江苏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合作框架协议，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建设；制定实施、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开展城乡融合试验区建设；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创新，推进农村

改革试验区建设。主要在四个方面发力：加快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发展八大千亿元级优势特色产业；

强化科技装备支撑，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高水平互联互通，抓好公路、公交、供水、

电力电信和农村公共设施运维；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高标准建设 250 个省级绿色防控示范区、300 条

农村生态河道。

放眼大局扎实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聚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做好“十三五”总结和“十四五”谋划工作。全面梳理

近年来“三农”有关政策，在查缺补漏、形成问题清单的同时，系统总结宣传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

农”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典型经验。研究制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编制“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

化规划，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典型经验和实现路径。

聚焦试点试验、创新示范，全面落实落细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和工程。主要包括：一个“示范”，即农

业农村现代化示范；三个“试验区”，即宿迁扶贫改革试验区、农村改革试验区、城乡融合试验区（宁锡

常接合片区）；八项“试点”，即解决支出型贫困试点，垃圾分类试点，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

和收入保险试点，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闲置农房

盘活利用试点，村党组织书记专职化管理试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等。《意见》除明确提出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十项工程”外，要实施、推进或深入实施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卫生人才强基工程，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示范工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工程，优质粮食工程，农民收入新增万元工程，高素质

农民培育工程，种业自主创新工程，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村书记）“百千万”工程。

聚焦从高水平全面小康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接力跨越，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积极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提升乡村治理服务效能、突出精神文明引

领作用等，努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

中，突出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农村精神文明的引领作用，重点在提升乡村治理服务效能、打牢乡

村善治基础、推进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等三个方面着力。

聚焦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创新机制，全面落实“抗大疫、迎大考、越大关”的各项保障措施。一是



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和我省实施办法，全面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二是在资金、土

地和人才方面提供保障。围绕重点主体、重点园区、重要品牌、重要平台和重要支撑，组织实施一批“三

农”重大投资建设项目。强化乡村发展用地保障，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安排不少于 10%的建设用地

指标，市县每年单列不低于 5%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制定出台乡村人才振兴政策

意见，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振兴机制。三是完善抓落实和激励机制。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宣传与舆论引

导，全面强化“三农”政策落实，营造“三农”发展的浓烈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