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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

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开发特色乡土资

源，培育农林牧渔主导产业，发展农民广

泛参与、深度受益的乡村“土特产”，包括

有形的农产品和无形的生态资源、文化资

源和人力资源。

推广水产良种，工厂化养殖等集约化

养殖模式以及稻渔综合种养等绿色健康

养殖模式。发展木本粮油生态高效种植

模式和林下经济立体复合经营模式。

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业生产新品种、新

技术、新机具。因地制宜发展智能温室等

数字化设施，引导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推

进未来农场、数字农业工厂（基地）建设。

推进有条件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

龙头企业等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建有益农信息社、村邮站、物流配送

服务点等服务平台，发展农产品电商直

采、定制生菜等模式，培育直播带货、社区

团购、跨境电商等农产品电商新业态，拓

展农（副、特）产品、旅游资源等营销渠道。

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农产品初加

工、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加工。积极发展

文化产业，推进农文旅融合，结合农时节

气、地方特色推广休闲旅游精品线和美丽

乡村风景线；合理利用农田、森林、湿地和

水利工程等资源和设施，发展休闲观光、

创意农业、乡村研学、红色旅游、乡村露

营、康复疗养、运动健康、养生养老、乡土

文化与农事体验、庭院经济等乡村新业态

新模式。建设产业融合特色鲜明、融合模

式清晰、产业集聚发展、利益联结紧密、配

套服务完善、组织管理高效的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园区，引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经营

推进农村土地、林地经营权规范流

转，推行“连片流转+土地整治+农业标准

地”；推广“小田变大田”，发展规模化经

济。

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挖掘乡

村多元价值，明确绿色转型作为鲜明导

向，推动清洁低碳农业发展，拓宽“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

发展壮大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推进合作经营，联结带动小农户

合作经营、共同增收，帮助低收入农户发

展生产。

利用闲置农房建设“共享办公”“共享

创业”及人才居住空间，构建线上线下众

创空间；做好“新农人”培育，扎实推进乡

土人才业务能力全面提升。

创新乡村产业投融资模式，引入专业

力量开展专业化乡村经营，打造市场化运

营特色品牌，培育村庄品牌、农产品品牌、

节庆活动品牌。

教育托育

等级幼儿园、义务教育标准化教学设

施满足适龄儿童接受学前三年教育和义

务教育的需求。

整合资源，因地制宜配置托育设施或

场所，完善幼儿活动室内空间、儿童游戏

场所等，提供线下或线上育幼家庭指导服

务。全面落实儿童友好理念，一体推进适

儿化改造或建设，因地制宜打造儿童友好

场景。

养老服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发放率

100%。落实低收入家庭60周岁以上失能、

失智及生活能够自理的高龄老年人养老

服务补贴制度。

提供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多元化养

老服务，建有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老

年活动场所、老年食堂并正常运行。发挥

公办养老机构兜底保障作用，发展农村互

助养老，健全独居老人巡访关爱机制。

实施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智能化

改造，为老年人提供生活远程关注、健康

动态监测、意外紧急呼叫等智慧养老服

务。

健康卫生

户籍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应保尽保。

常住人口 1000 人以上行政村建有村

卫生室（卫生服务站），从业人员应具备乡

村医生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建立15分

钟医疗服务圈。服务人口较少、地理位置

偏远的行政村，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通过巡回医疗或由邻（联）村卫

生室延伸等方式提供服务。村民人人享

有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妇幼

保健、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

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健康咨

询、预约就医等个性化服务。鼓励开设远

程网络诊疗平台，支持在村卫生室（卫生

服务站）设置“云诊室”，能提供上级医院

医师远程诊疗服务。

建设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体育活动

室、多功能运动场、健身广场、健身路径、

健身房等室内、室外健身场地设施。组建

群众性体育健身团队，组织开展体育技能

培训、健身知识讲座、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等体育服务。

就业创业

组织村民参加农民职业素质和职业

技能、数字素养提升等就业创业培训。开

发乡村公益性岗位，促进有劳动能力低收

入农户家庭就业。

收集并发布职业供求信息，提供就业

政策法规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

务；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

提供就业援助服务。

推动建立劳动法律法规相关制度，有

序开展劳动关系协调、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维权等权益保护活动。

便民服务

建有具备办公议事、活动组织、教育

宣传、文体娱乐、党务服务、基本公共服

务、便民服务等功能的村级综合服务场

所。建立群众办事代办机制，推进日常事

务“网上办”“掌上办”，基本实现村民办事

不出村。

设有商贸服务网点；乡村农贸市场干

净整洁、规范有序。建有寄递物流综合服

务站或快递自提点，布放智能箱或快递存

放架。

提供水电气费代收代缴、电器维修等

便民服务。

文化供给

按照需求，建设文化活动中心（含农

家书屋、图书室）、文化广场、科普园地、乡

村戏台、“非遗”传习场所等文化活动场

所。

组建群众性文化团队，组织开展民俗

文化活动、文艺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展

览、村歌“村晚”、节庆展会、书画展会等群

众性文化活动。

培育民间艺人、能工巧匠、“非遗”传

承人等多元化乡土人才；邀请专业老师、

挖掘乡村能人，引导村民开展书画、棋艺、

舞蹈等社群艺术活动。塑造“村晚”、村

歌、村运等乡村文化品牌。

文明风尚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卫生

健康、生态文明、质量安全、文明礼仪等知

识。建立正负面清单，倡导向上向善、勤

劳致富、邻里和睦、尊老爱幼等文明风尚；

倡导酒席减负、勤俭节约、文明祭祀、节地

殡葬等文明新风；抵制铺张浪费、高价彩

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陋习。

□见习记者 张枥元

近日，长三角三省一市农业农村部门共

同发布《长三角地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导引（试行）》（以下简称《导引》）。《导引》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以

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为引领，以美丽乡村

为底色，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抓手，以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为目标，协同推进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示范高地。

在产业兴旺方面，《导引》强调依托各地

资源禀赋，开发特色乡土资源，培育农林牧渔

主导产业，并鼓励农民广泛参与，从乡村“土

特产”中深度受益。实施全程标准化生产及

农产品质量追溯，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和跨区

域疫病防控，发展集约化、绿色健康养殖及生

态高效种植模式。同时，推广适合当地的新

品种、新技术、新机具，因地制宜发展智能温

室等数字化设施。倡导开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搭建服务平台，发展农产品电商新业态，

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乡村招才

引资行动，创新乡村产业投融资模式，拓宽营

销渠道，打造市场化运营特色品牌，实现乡村

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乡村宜居方面，《导引》要求加强村庄

规划，完善农房改造、供水稳定、能源清洁、交

通畅通、数字新基建等基础设施，为乡村居民

提供便利的生活条件。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挖掘当地特色文化，鼓励设计下乡、艺术下

乡，开展“艺术乡建”，通过开展乡村绿化美

化、水域治理和美化、打造美丽河湖等措施，

提升乡村的整体风貌和生态环境质量。

在生活富裕方面，《导引》要求通过发展

特色产业、拓宽就业渠道等方式，提高农民经

济收入，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涵盖教育托

育、养老服务、健康卫生、就业创业、救助帮扶

和便民服务等多个方面，以提升乡村居民的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加强社会治理，推

进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融合，加强平安建

设，建立防汛防台、地质灾害、森林防火、农村

消防、安全生产、安全通行、食品安全等服务

体系和应急处置机制。

在乡风文明建设上，《导引》要求加强“四

治”融合、文明善治，推动社会和谐，加强文化

供给、传承活态和文明风尚普及。

在机制保障上，《导引》要求建立健全农民

参与机制、多元投入机制、协同推进机制、乡村

运营机制、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农民群众愿参

与、能参与、会参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示范高地

长三角和美乡村建设导引来了

《导引》的这些内容很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