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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保供稳价
促进增产提质

守牢“米袋子”。把稳定播种面

积作为一项硬任务，保面积、提品质、

增产能，做到应种尽种、宜种尽种，确

保百姓“米袋子”安全。对标粮食安

全责任制，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实现“两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率

100%。

抓牢“菜篮子”。组织好蔬菜生

产尤其是叶菜的生产，加强产销对

接，确保主要农产品货足价稳。尤其

在生猪养殖方面，要狠抓非洲猪瘟防

控，推进规模生产。完成年出栏 3 万

头新建养殖场的建设，力争年出栏生

猪5.8万头。

拧紧“安全阀”。强化农产品质

量安全和食品安全，升级“农安永康”

智慧监管 APP 平台，建立全过程、可

追溯的监管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抽检合格率要达到98%以上。

聚焦产业振兴
培育发展动能

加快产业融合发展。大力促进

种植业和体验农业、精品农业与农村

电商、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乡村建

设与文化创意等深度融合，把生态效

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创建 65 个省 A 级景区村庄，打造

100个电商专业村。

加快产业品牌打造。深入实施

农业品牌振兴行动，充分挖掘具有悠

久历史文化内涵的地方特色农产品，

打造具有永康特色的“永康农”区域

公共品牌。做优“唐八鲜”“方山柿”

“舜芋”等名牌产品。积极创建省级

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园区，争创

省级高品质绿色科技示范基地 3 个

以上。用好农展会、农民丰收节等平

台，打响永字号农业品牌，提高产品

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加快数字“三农”建设。加快数

字农业、数字乡村建设步伐，大力推

进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5G 网络、

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

域的应用，培育数字农业工厂，提升

农业产业链运营效率，优化资源配

置。构建集产、销、购、技、管、导、娱

于一体的“永康智农”云平台。

聚焦环境提升
构建全域大美

持续深化环境革命持续深化环境革命。。加强农村加强农村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污水污水、、厕所厕所、、赤膊墙治理赤膊墙治理，，

常态化、全域化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提

升和长效管理。大力实施城乡环境

治理“创佳评差”活动，促进全域环境

提升。试点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绿卡一键通”，推进“两撤两级四分”

模式，实现各镇（街道、区）“三化”终

端全覆盖。全域建成“污水零直排

区”，农村卫生厕所实现全覆盖。

持续创建美丽乡村。以“十无十

有”“三美三园”村建设为载体，推动

乡村特质发展。争创 1 个省美丽乡

村示范镇、5 个特色精品村、65 个“十

无”达标村、20 个“十有”示范村。建

成最美双舟线和陈亮故里线，打造

16 条镇级风景线。启动“美丽城镇”

建设，创建省美丽城镇样板镇 1 个。

深化传统历史文化保护，启动芝英、

方岩“千年古城”建设。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深入推进

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系统开展蓝天、

净土、碧水、护林、清废行动，修复乡

村生态。推进美丽田园建设，通过

“清、理、拆、改、建、种”等综合措施，

全面整治田园“脏乱差”现象，实现田

园环境“六无六有”目标（无积存垃

圾，无脏乱棚架，无乱建设施，无乱架

杆线，无失管农田，无秸秆焚烧；有标

准的管理房，有规范的沟路渠，有合

理的收集点，有管用的田长制，有统

一的布局图，有完备的服务链），有效

提升田园清洁化、生态化、景观化水

平，打造美丽新田园。改善全市地表

水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要达到 100%，新增省级美丽河湖

1 条。启动“新增百万亩”国土绿化

行动，创建国家森林乡村6个。

聚焦补齐短板
协调城乡发展

推 进 城 乡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均 衡
化。建好“四好农村路”，加快通镇通

景区公路建设。全面完成农村饮用

水达标提标任务，实现城乡同质饮

水。优化水资源配置，完成北部水库

联网工程，启动南部水库联网工程。

扎实推动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管道燃

气“村村通”惠民工程，初步实现 5G

网络重点乡镇核心镇区覆盖，推动城

市天然气配气管网向镇和中心村延

伸。

推进“两进两回”行动。建立健

全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

农村、乡贤回农村的工作机制，畅通

资本、科技和人才等“上山下乡”通

道道。。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市场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市场

体系体系、、组织组织体系、产品体系，大力开展

“乡村振兴·普惠金融”行动。实施乡

贤回归工程，打好乡愁牌、亲情牌，吸

引在外企业家、专家学者等新时代乡

贤回乡返乡。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重

点做好“两加快两提升”：加快推动优

质教育资源进乡村，大力实施农村幼

儿园补短提升工程、公办幼儿园扩容

工程，实现镇级公办幼儿园全覆盖；

加快优质医疗卫生资源进乡村，推动

县域医共体建设；提升农村优质养老

服务供给，加快镇级示范型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新改建；提升农村优质公共

文化供给，深化“五个百”文化惠民工

程，推动农村文化礼堂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融合发展。

聚焦系统治理
创新善治体系

提升基层组织建设。坚持以组

织力提升为重点，以“红旗支部”争创

为载体，统筹推动基层党建全领域建

强、全区域提升。强化抓乡促村，深

化治村导师、“三支队伍”等做法。扎

实推进行政村规模调整“后半篇文

章”，做好规模调整后的行政村首次

换届选举，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

村委会主任、村经济合作社负责人

“一肩挑”，以组织融合引领发展融

合。

提升多元治理机制。深入推广

“龙山经验”，推进镇级政法委“规范

化”、综治中心“集约化”建设，开展平

安示范镇（街道、区）、村（社区）创建，

全面打好“一月一镇平安大会战”。

推进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

设，强化“基层治理四平台”运行管

理。加快“三治六无”善治示范村、清

廉村居创建，争创省级善治示范村

20 个。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提升法治德治水平。加强乡村

法治宣教，引导农村群众自觉守法、

用法。完善村规民约，推进村民自治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深化理论

宣讲“信鸽工程”，弘扬崇德向善良好

风尚，推进家风家训建设。规范农村

小微权力运行，以扶贫资金、村级“三

资”、工程建设等为重点，健全监督检

查机制，加大防范监督力度。创建金

华市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20个。

聚焦集成改革
激发发展活力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

农村承包地制度，探索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延长 30 年的路径、办法。深

化农业“标准地”改革。科学设置农

业“标准地”控制性指标、操作办事流

程，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不断提升强

化农业“标准地”对农户的辐射带动

作用。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探索建立集体资产股权占有、收益、

抵押、担保、继承、转让、退出等权能

实现与活化机制。在保障农民利益

的前提下，加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

心、集体资产管理交易中心、产权交

易中心建设，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让平台加快运转起来，

合法的产权有序流动起来。

深化农村“三资”管理改革。推

进改革向村级财务管理全领域延伸，

全市行政村全面使用资金网银直联

支付，开展村财务支出手机端移动审

批试点，探索适合农村实际的第三方

专业审计方法。深化村经济合作社

股份合作制改革，建立农村集体经济

数字管理系统。深化“肥药两制”改

革，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深入推进

“三位一体”改革，全面构建新型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

聚焦强村富民
增强发展后劲

促进低收入农户持续增收。打

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深入实施

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开

展“十保障十行动”，完善扶贫对象精

准识别机制，建立扶贫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落实“一户一策一干部”机制，

持续加大产业帮扶、就业帮扶、金融

帮扶等力度，确保小康路上一个也不

掉队。

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启动新

一轮村集体经济攻坚行动，充分依

托市水投土地开发有限公司，运行

全市土地开发项目基础。推进农村

集体资源参与社会化配置、市场化

经营，增强“造血”功能，实现高质量

“消薄”，全市要消除 30%的相对薄

弱村。

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提高农民

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比例，特别是对

于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农户，要通过

政策促增收、帮扶促增收、发展促增

收、技术促增收，保障农民增收势头

不减弱、趋势不逆转，城乡居民收入

比持续缩小。大力培养高素质农民，

提高农民创业就业能力。

□记者 颜元滔 童英晓

实施“137”系统工程 抓好“七个聚焦”

我市奏响“三农”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5 月 14 日召开的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 2020 年农村工作目标：围绕实施好“137”系统工程，“1”即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对“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一个目标”，“3”即围绕打赢脱贫
攻坚战、补齐“三农”短板关键战、决战全面小康收官战“三大主线”，“7”即聚焦保供稳价等“七项内容”，加压奋进、
真抓实干，努力推动我市“三农”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