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中央农办负

责人解读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

新华社 2 月 3 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 12 个中央一号文件。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当天就文件精神进行了全

面解读。

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重要引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

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

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

众可感可及的实事”。

中央农办负责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

谋划推动“千万工程”，从整治农村环境入手，由点及面，扩容

建设，经过 20 多年持续努力，不仅深刻改变了浙江农村的整体

面貌，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了先行探索和示范引路，各地

都可学可鉴。



“必须看到，我国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自然条件、风土

人情、发展水平、工作基础各不相同。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搞‘一刀切’。”中央农办负

责人说，归根结底要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坚决反对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工作重点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强化

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

以上。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如何保障粮食安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的导向，提

出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目标。

中央农办负责人表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关键是调动农民

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要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扩大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全

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加大对产粮大县支持力度，探索建立

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让地方抓粮有动力。同时，

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

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推动粮食产能迈上新台阶。以

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解决“谁来种地”问题。

“要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

这位负责人说，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改革完善耕

地占补平衡制度，适当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央和省级投资补助

水平，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同时，树立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要求，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作出了部署。中央农办负责人表示，要压紧

压实防止返贫工作责任，落实监测帮扶机制，加强跨部门信息整

合共享，进一步提升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性。加强产业和就业

帮扶，强化帮扶产业分类指导，推进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加

大对重点地区帮扶支持力度，改善发展条件，增强“造血”能力，

激发内生动力。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家园，只有营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

才能让农民有充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三个提升”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重点。中央农办负责人表示，要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做好“土特产”文章，坚持产

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推动农

村流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

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加强村庄规划编制实效性、可操作

性和约束力，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

公共服务配置。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完善农民

参与和长效管护机制。统筹农村供水、道路、能源、信息和住房

安全等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完善农村教育、医疗、

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全面振兴，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建好建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持续推进基层减负，优化各类涉农督查检查考

核。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加强乡村优秀

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加强高

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建设平安乡村。

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作出了系统

部署。

“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激发农村各类要素潜能

和主体活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中央农办负

责人说，要优化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支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扭住

种子这个要害，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完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

作机制。

这位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启动实施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整省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



基地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

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强化改革举措集成增效。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23 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691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

缩小到 2.39∶1。”中央农办负责人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目的就是巩固农民持续增收势头，促进

共同富裕。

这位负责人表示，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健全跨区域

信息共享和有组织劳务输出机制，在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支持农户发展特色种养、手

工作坊、林下经济等经营项目，完善产业联农带农机制。持续加

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强涉

农资金项目监管，把给农民的各项补助补贴补到位。赋予农民更

加充分的财产权益，鼓励以出租、合作开发、入股经营等方式盘

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



“总而言之，要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中心任务，广辟

增收门路，让农民群众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中央

农办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