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 策编辑：高晓晓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60 E-mail:61030306@qq.com
2024年10月12日 星期六 4

日前，省乡村振兴局印发《进一步深化实施

红色乡村振兴计划十条支持举措的通知》，提出

以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为主抓手,加快推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支持革命老区县乡村振兴项目范围全省拓

展。进一步强调革命老区县的历史贡献，将建设

项目覆盖面从山区海岛革命老区县拓展到全省

所有革命老区县。到2027年，实施省级以上革命

老区乡村振兴项目不少于25个。

支持红色乡村振兴计划向革命老区乡镇延

伸。探索做好革命老区乡镇红色根脉巩固传承

发展文章，通过精选实施革命老区乡镇试点，总

结提炼不同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到2027年，实

施革命老区乡镇试点项目80个。

支持革命老区红色建筑系统性保护修缮。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强化整体性规划、系统性保

护。到2027年底，完成红色建筑保护修缮项目规

划并纳入项目库的项目不少于50个。

支持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品牌打造。推进红

色文化与绿色生态、休闲观光等深度融合，将红

色文化品牌转化为红色产业资源，培育发展红色

农文旅产业。到2027年，打造高质量革命老区文

化品牌30个。

支持革命老区红色研学基地创建。挖掘发

扬革命老区精神的新时代价值，打造一批革命老

区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和青少年

研学基地。到 2027 年，实现革命老区教育研学

“一县一基地”。

支持革命老区“土特产”全产业链建设。培

育做强一批革命老区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链，在延

链补链强链上倾斜支持。到2027年，培育、做强

革命老区全产业链80条以上。

支持革命老区改革赋能强化联农带农机

制。深化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压实精准帮扶举措，形成块状经济联动、龙

头企业带动、庭院经济增收、就业帮扶拉动、帮扶

资产促富、金融优惠支持、素质培训提升、公益岗

位扶持等八大联农带农富农典型案例。

支持革命老区乡村运营促进和美乡村建

设。探索推进乡村运营，大力推广“运营前置+设

计、采购、施工+运营”等模式，鼓励试行整村运

营、片区运营，推动和美乡村建设成果转化。到

2027年，实现全省革命老区县乡两级农村垃圾、

厕所、污水“三大革命”高水平全覆盖，95%的行政

村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

支持三大员助力革命老区乡村发展。充分

发挥农村工作指导员、科技特派员、文化特派员

作用，凸显新型帮共体集成优势，履行“联县、结

村、带户”职责，在村级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

弘扬等方面为帮扶联系村争取项目，到2027年总

投资达到2.5亿元以上。

支持革命老区异地搬迁农户后续帮扶。落

实“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要求，积极实施山区

海岛革命老区县“安居工程”。统筹谋划产业、就

业、医疗、养老、教育等项目，对搬迁小区建设帮

扶车间、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等配套项目给予补

助，保障平等享有迁入地生产、生活便利条件。

到2027年，在山区海岛革命老区县实施相关项目

15个。 本报综合

红色乡村振兴十大举措干货多

今年，省乡村振兴局、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深化实施红色乡村振兴计划的通知》,明

确到2027年，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取得明显进展，实

现18个革命老区县乡村振兴项目区全覆盖，实施

革命老区乡镇红色乡村振兴项目80个。革命老区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民和低收入农户收入增幅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红色文化影响力明显增强，形

成一批具有浙江辨识度和市场号召力的红色农文

旅产业；和美乡村建设再上新台阶，村庄风貌、人居

环境持续改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更

加顺畅。

工作重点

立足革命老区实际，聚焦文化、产业、建筑、

民生等重点领域，突出资源整合、统筹规划、整体

保护和展示利用，推动红色根脉传承与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互融互促。

实施红色建筑保护修缮行动。挖掘红色资源，

强化红色建筑整体性保护、系统性开发，加大对中共

浙江省委机关旧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旧址等革命

历史纪念设施的保护修缮和开发利用。结合城乡提

升等行动，统筹推进乡村风貌提升，促进红色建筑景

观与乡村环境整体协调。

实施红色文化传承弘扬行动。加大对红色

文化、革命精神的弘扬传承力度，注重红色经典、

革命故事的宣扬宣讲，通过模型展示、多媒体影

像、互动体验等方式，精彩生动讲好红色故事，挖

掘并发扬革命老区精神的新时代价值，建设和打

造一批革命老区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史

教育和青少年研学基地，将老区红色文化资源转

化为辖区的特色文化品牌。

实施革命老区“土特产”发展壮大行动。立

足革命老区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以助力革命老

区群众增收为目标，加大食用菌、茶叶、高山蔬

菜、水果、中药材等老区特色产业培育力度，按照

全产业链建设的要求，加强延链补链和一二三产

融合，培育做强一批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链。依托

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资源，推进红色文化与绿色

生态、休闲观光、农耕体验、教育研学等深度融

合，培育发展一批高质量的红色农文旅产业。

实施革命老区农民生活品质提升行动。统

筹实施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项目，整体提

升革命老区乡村生产生活品质，探索健全农村基

础设施管护机制，加快打造一批美丽生态、宜居

宜业的革命老区和美乡村。加大对革命老区乡

村振兴重点帮促村、低收入农户的帮扶支持力

度，集成产业、就业、金融、异地搬迁等帮扶举措，

加快推出一批革命老区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

裕的典型模式。

主要举措

组织专题交流。围绕加快绿色发展、弘扬红

色文化、促进富民惠民等方面，开展考察学习、专

题培训等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以深入实施红

色乡村振兴计划为主题，适时召开现场推进会，

进一步推动形成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强大

合力。

实施革命老区县项目区建设扩面。指导革

命老区县加强整体规划和具体项目谋划，积极争

取中央彩票公益金发展项目。积极推进项目储

备，将省级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建设范围逐步

扩大到全省所有革命老区县，不断扩大红色乡村

振兴计划的影响力和示范带动效应。

创新开展老区乡镇红色乡村振兴项目。按

照“突出特色、广泛开展、层层推动”的原则，每年

在284个革命老区乡镇中，精选实施若干个红色

乡村振兴项目，探索不同类型革命老区乡镇乡村

振兴路径。

选树典型案例。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各

具特色的红色乡村振兴计划成果展示活动，积极

宣传革命老区特色、亮晒工作成效，开展革命老

区乡村振兴典型案例评选活动，为全省各地提供

可学习、可借鉴的模式样板。

发布成果报告。加强工作总结和经验提炼，

及时梳理红色乡村振兴计划的做法成效和创新

实践，发布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工作报告，打造革

命老区乡村振兴标志性成果。

我省深化实施红色乡村振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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