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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扛稳粮食

安全这个重任。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
务。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全国影响举足轻重。

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是国家对河南的重托。
周口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市、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市。

从过去到现在，周口人在“粮食”一词上从来不愿、不敢、不能含糊！
《意见》提出，稳定提升粮食生产核心区地位，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

供给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推动藏粮于地，启动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到 2025 年新建高标准

农田 300万亩以上、提升 200万亩，总面积达到 850万亩。
推动藏粮于技，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打造全国平原农区种业创新和育繁

推一体化示范高地。
开展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 到 2025 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到 90%。 全市粮食产能确保稳定在 180亿斤以上。
推动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 实施全域国土综合整治试点工程和三年

千村整治行动计划，严肃查处各类违法占用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 确
保全市耕地保有量稳定在 1280万亩以上，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089 万
亩。

绘就新蓝图 吹响新号角
———周口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解读

记者 张艳丽

������近日， 市委、 市政府发布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描绘了乡村发展的蓝图， 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 开
启了新时代周口农业农村发展新征程。

作为指导周口 “三农” 工作的 “施工图”， 《意见》 开宗明
义指出， 把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 “三农” 工作总抓手， 统筹推进
农村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和党的建设， 加快推进产业、 人才、 文化、 生态、 组织 “五个振

兴”， 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
《意见 》 对我市乡村振兴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 到 2020

年， 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 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
实现。

围绕这个目标任务， 我市乡村振兴战略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划
定 “路线图” 加以实施， 并最终实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城乡发展模式，加快推动生产
要素在城乡之间快速互通、双向对流。 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意
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建立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 引导和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领
域，推动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体制机制。 实施乡村教育提升、健
康乡村、全民参保、农村养老、农村生活综合服务等计划，推进乡村公共医疗卫生
体系建设和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构建城乡一体、全民覆盖、普惠共享的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激励机制。 健全完善乡村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搭建
创业服务平台，吸引高校毕业生、在外务工人员、退役军人等各类人员返乡创业创
新。 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培育计划。 加强乡村技能培训，发展一批“土专家”“田
秀才”，扶持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和经纪人，培养一批乡村能工巧匠、民间艺人。

———建立健全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机制。 全面落实重点群体落户零门槛政策，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帮扶、公共服务、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配套政策，促进农
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

为确保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落地见效，《意见》提出了坚持
四化同步推进、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坚持县域治理“三起来”、坚持农民主体
地位、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坚持转变作风抓落实等保障措施。

伴随着周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豫东大地的每一座村庄，都蓄
势待飞。 ①2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补上贫困地区脱贫这个短板。

《意见》提出，全面落实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打好“四场硬仗”，开
展“五大行动”，实施“四项工程”，全面补齐影响“两不愁三保障”的短板，强化对边缘
人群跟踪监测，加强对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重点落实特困群体的脱贫工作，继续实
行最严格的督查考评制度，确保到 2020年全市 10.33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改革，面对问题而来。 激活涉农产业要素，是重中之重。 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两项改革，是《意见》中关于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工作的重点。

———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重点放活土地经营权。 开展
农村宅基地集中整治行动，重点解决村庄空心化、一户多宅、超面积占用土地等问
题，积极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房屋。

———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
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的政策。 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
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力争到 2025 年省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达到 400家以上，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达到 400家以上。

———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力争到 2020 年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 制定实施全市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三年规划，到 2021年实现现有
“空壳村”都有稳定集体收入，已有集体收入的村收入较大幅度增长。

———持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功能。 实施乡村振兴金融支持工程，健全多层次
信贷供给体系，创新农村信贷产品。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总要求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就此强调，“乡村振兴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

———深入实施强基固本工程。 大力实施党支部“堡垒工程”和村党组织书记
“头雁工程”，开展党员队伍质量提升行动，3 年内培育 9 个省级、20 个市级、600 个
县级示范党支部。 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到 2021 年，基本健全以党的基层组织为统
领，村（居）民委员会和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为基础，群团组织为纽带，集体经济组
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基层组织体系。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统筹推进文明村、平安村、卫生村、产业富民村、
美丽宜居村、党建示范村“六村共建”。 到 2020年全市 60％以上的乡镇和行政村达
到县级以上文明村镇标准，80％以上的行政村普遍建立“一约四会”（村规民约和村
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协会、红白理事会），实现农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村级全覆盖。 深入开展乡村平安建设，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完善多元化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 2020年建立健全遏制黑恶势
力滋生蔓延的长效机制。 依法治理非法宗教问题。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制度，大力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建
设，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是进一步优化农业发展环境、改善农村生态
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构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并取得良好成效的
重要载体和抓手。

———优化完善乡村规划编制。 到 2020 年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在县域层
面基本完成村庄布局工作。 有序推进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2019 年选择 100 个左右不同类型的村庄开展试点， 到 2020 年实现有条件的村
应编尽编。

———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启动实施
农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力争用 3 年时间，全市基本实现 20 户以上具备
条件的自然村通硬化路。 推进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到 2019年底实现所有具备
条件的建制村 100%通客车。持续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到 2025 年农
村自来水入户率达到 99%。 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配送及综合服务网
络，到 2020 年实现县县可分拨、乡乡有网点、村村有快递。 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到 2025 年乡村数字化转型基本完成。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 如何把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意见》
提出，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打出绿色发展“组合拳”，筑牢生态屏障，打造美丽乡
村，让绿水青山变成更多金山银山。

———强化农业资源保护。 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加快建设森林周口，力争
到 2025 年全市林木覆盖率达到 29%。 扎实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深入开
展河湖采砂综合治理，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

———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
点示范，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实现畜牧养殖大县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治理全覆盖。 到 2025 年，
全市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达到 41%以上， 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3%
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3%以上。

———大力发展绿色农业。 实施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工程，加快推广种养、
农牧、养殖场与农田建设等结合型生态养殖模式。 实施品牌提升行动，到 2025
年全市“三品一标”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达到 320个。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加快推进县级粮油质量检测机构建设，到
2025 年农产品监测合格率达到 98%以上，80%以上的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规
模以上经营主体基本实现农产品可追溯。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到
2025 年 50%以上的县（市、区）达到国家级安全县标准。 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和检
疫体系建设，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布局合理、技术先进、保障有力的动物卫生监
管体系。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按照“五有”标准（有齐全的设施设备、有成熟
的治理技术、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长效的资金保障、有完善的监督制度）和“四
个环节”（扫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的要求，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
立完善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推进厕所革命，到 2020年，全市 90%以上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0%以上，再完成 72 万户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全市农村
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5%左右。 持续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高
质量打造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四美乡村”。 推动乡镇政府所在地
和聚集作用明显的中心村开展“美丽小镇”建设，创建整洁美、卫生美、绿化美、
文明美、和谐美的“五美庭院”。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 《意见》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是我市坚
持质量兴农，以绿色、改革和创新为主旋律，不断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加新动能的重
要举措。

———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构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
到 2025 年，全市粮食加工转化率达到 92%，粮油加工业总产值达到 250 亿元以上。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以“四优四化”为重点，加快推进高效种养业转型升级，做大
做强优质专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果蔬、优质草畜等特色优势产业。 强化农业品
牌建设管理，做好“特”字文章，提升周口特色优势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推动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 持续推进以面、肉、油、乳、果蔬五大产业为重
点的食品业转型升级，着力实施好企业升级、延链增值、绿色发展、质量标准、品牌
培育五大行动。 深入开展“中国好粮油”“河南好粮油”“河南放心粮油”行动计划，
充分发挥示范县和示范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

———加快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 推动扶沟县、商水县、淮阳县 3 个省级农业科
技园升级为国家农业科技园，扶沟县、太康县 2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升级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到 2022 年，力争创建 2 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园、5 个省级农业产
业园，2025 年，建成以国家级为龙头、省级为骨干、市县级为基础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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