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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仍然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

“三农”工作特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一系列重要

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内涵要义、方向道路、工作布局、基本任务

和原则要求，为新时期“三农”工作绘就了宏伟蓝图，

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供了根本遵

循。雷山县是典型的农业县份，农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工业也大都是围绕农副产品的精

深加工。因此，雷山县要以 2035 年实现农业现代化为

愿景，通过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实现全面乡村振

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要紧

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认识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积极抢抓发展机遇，紧密

联系县情实际，在学思践悟中走好乡村振兴的实践之

路，努力争当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真正使振兴

乡村的战略部署在雷山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解决

“三农”问题作出贡献。本文结合雷山县实际，对优先

发展农业农村，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战略进行探究。

一、做好“融合”文章，发展乡村产业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是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原动力。依照省委整体要求部署，以“县域产

业”发展为统领，以“特点农业产业化”为牵动，充分

发挥本身优势，努力走好三产融合发展新门路。

加快结构调剂，打造特色农业。以“特色农产品优

势”为方向，充分发挥绿色有机生态资源优势，加快

结构调剂进程，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产品供给质

量，不断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做强主导

产业，坚持以户为单位，突出比较优势，精准化组织群

众大力实施“管好一叶茶、育好一片麻（天麻）、制好

一坛酸（鱼酱酸）、喂好一头猪（牛）、养好一尾鱼、做

好一道菜（预制菜）”的“六个一”行动，加快构建现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策略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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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价格体系）完

整的产业链条，探索发展田园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

业、体验农业、订制农业等特色农业，向开发农业多种

功能要潜力、要效益，全面推行生态种植和养殖模式，

提高产品附加值，着力让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就业、持

续增收。据统计，全县茶园面积 16.3 万亩，全县年茶产

品产量 6238.91 吨，综合产值 10.88 亿元。天麻种植面

积 2.9 万亩，年产量 0.14 万吨，产值 1.37 亿元。

培养发展动能，抓好改革创新。坚持用改革的办法

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农村金融改

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业保险改革和新型经营体系

改革，靠新体制、新机制创新培养新动能。

推动三产融合，提升产业层次。全面推行“龙头

企业+基地+农户”模式，依托全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善于从旅游和农业中抓出

特色生态工业，规划建设“茶麻菇稻”农文旅融合现代

化产业园，引进企业入驻，着力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

研发一批茶衍生产品、天麻酒、鱼酱酸系列产品等特色

食品和旅游商品，解决就业人数。同步发展壮大以银饰

刺绣工艺品、山泉水加工等为重点的特色生态工业。坚

持以本地特色生态食材为主，研发推出一批具有雷山特

色的预制菜和调味品，进一步提升价值链、延长产业

链、完善利益链，着力走好产业化、基地化、范围化发

展之路，带动全县农业产业发展。

二、做大“人才”文章，激发乡村活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人才关系到乡村振

兴战略的贯彻和落实，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稳定。

坚持以优惠政策吸引域外人才、以产教融合培养乡土人

才、以真情实意关爱回乡人才，努力打造一支强大的乡

村振兴人才队伍。

建强村支两委人才队伍。通过组建党员带头的寨管

委加强村民自治，充分发挥寨管委补充和延伸村两委服

务链作用，承担寨内公益事业工作，深入推广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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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必付费”的理念。选拔“红色代办员”为群众提

供综合性的无偿代办服务，让“最多跑一次”向农村基

层延伸，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切实提高乡村干

部指点农业生产的技能，真正成为行家里手；鼓励各级

干部到农村一线锻炼，采取多种情势为他们搭建展现锻

炼舞台，构成“在一线培养干部、在一线锻炼干部、在

一线重用干部”的良好导向。

带强发展带头人。通过组织外出学习、政策扶持等

方式，做好产业发展能人强手培养。指导结对帮扶动

力不足、发展能力弱的群众，通过先进带后进、先富带

后富，共同奔赴小康路，形成帮带互助、齐心协力抓产

业，共同发展致富的模式。

促强“五老”乡贤队伍。坚持民事民管的理念，组

织乡贤返乡建言献策。组建乡贤理事会，整合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调解委员会功能，致力于发展民主、

维护民安、促进民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促进乡村治

理，弘扬社会正能量，推动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

发挥“五老”在教育引导、关爱引领青少年上的优势，

营造向善向上新风尚。成立乡贤助学基金，为乡村优秀

学子发放奖励资金，在乡村营造爱才惜才的浓厚氛围。

三、做优“环境”文章，优化乡村生态

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要全力以赴聚焦

绿色发展理念，坚决守住生态环保底线，认真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实施以农村厕所改造、生

活垃圾及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为重点内容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环境突出

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促使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和生态品质得到改善提升，推进乡村振兴奠

定坚实基础。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让农

民成为绿色空间的守护人，创造更加舒适、和谐、文明

的人居环境。

坚持铁腕治污。从严从实抓好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及“回头看”发现问题整改。继续推进森林保护“六

个严禁”、环境保护“六个一律”执法行动，继续开展

环保执法“风暴”和“利剑”行动，深入落实“水十

条”“土十条”和“河长制”，落实企业环保“黑名单”

制度，确保 1000 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县城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7%以上。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落实“多规合一”，划定“三

区三线”，完成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实现生产、生

活、生态良性互动。积极创建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

县，推进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

程建设，确保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72.75%以上。加大山

洪沟渠治理力度，保持水土稳定。推进大气污染物协同

控制，严禁新上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项目。建立严

格土壤环境保护制度，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提高土

壤环境综合监管能力。

培育绿色生态产业。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建设一批苗木花卉盆栽培育

基地，大力发展茶叶、青钱柳、天麻、笋用竹、食用

菌、养蜂等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户外运动、健康康体、

科考探险等生态旅游业。依托丰富的水资源、绿色有机

农产品资源，大力发展山泉水、生态农产品加工等特色

工业，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坚决向“污

垃黑”亮剑，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推进农村改厕，统筹

做好供水保障和污水处理，巩固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

成果。依托农业农村部环科所技术指导，结合雷山山区

特色地形地貌和居住条件，采取“化粪池+庭院消纳模

式”“联户集中处理+大田利用模式”“联户处理+坡地

利用模式”“集中处理+达标排放模式”“农家乐模式”

五种创新技术模式，强化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农村生活垃圾“村收

集、镇转运、集中处理”的处理模式实现行政村全覆

盖，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激活农家“小庭院”，促进产业“大发展”。建设乡

村美丽庭院。围绕特色产业开展“一村一品”创建，做

好废品清理和卫生清扫。搭好一个棚架，打造农民休闲

“后花园”；种好一垄菜地，打造收获希望“绿菜园”；

栽好一组果树，打造助农增收“致富园”；编好一排栅

栏，打造留住乡愁“文化园”。发展庭院特色经济。充

分利用农户房前屋后产业基地、闲置土地、院坝等大

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以“雷山银球茶”“雷山乌杆天

麻”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主，其他特色产业为辅，

合理规划庭院生活区与养殖区，充分利用林地耕地套种

经济作物，让群众实现房前屋后创收。发展生态山居民

宿。围绕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统村落环线，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精品民宿。将农村闲置房改造成民宿，带

动度假康养、教育研学、生态环保等多种产业联动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有效带动群众增收，使“老旧

房”变成了“致富房”。

积极推行“能源革命”。积极发展循环农业、生态

农业，以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为

重点，加快农作物秸秆全量化综合利用，既解决作物

秸秆往哪里去的问题，又解决原料、能源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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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四、做强“组织”文章，加强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是一个大战略，必须坚持走乡村善治之

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

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火车跑得快，全凭

车头带，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坚持提升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水平，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按

照“组织引路、党群共富”的思路，坚持以党组织为核

心，创新实施“思想一条心引领、组织一面旗引路、党

员一条线引导”的“三一定律”工作法，汇聚致富、创

富、共富新动能，使基层组织“强”起来，推动乡村振

兴工作落地生根。

在基层保障上出实招。扎实展开农村软弱散漫党组

织集中整理活动，解决好弱化、虚化、边沿化问题；强

化村“两委”班子教育培训，切实提高推动乡村振兴的

能力素质，充分发挥脱贫致富奔小康“领头雁”作用；

积极其基层组织展开工作、服务大众创造良好条件，真

正使基层组织成为凝聚人心、干事创业、服务大众的前

沿阵地。

在道德建设上强引领。树好文明乡风，保护利用好

民俗风情、传统技艺、乡乐乡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把

文化舞台上的聚光灯更多地聚焦农业、农村和农民；传

好良好家风，大力弘扬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积善

有余庆、忠诚传家久等传统家训，使敬老爱幼、崇德尚

俭、明礼向善蔚然成风；塑好浑厚民风，大力弘扬先进

乡村文化，充分发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旁好

人等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成风化人。

建立村务积分管理机制。按照县镇两级部署，推行

乡村振兴贡献度积分制，结合乡村振兴总要求及村规民

约，设定积分内容，配套设计激励机制，将积分用于生

活用品兑换、小额信贷利息抵扣、评优评先参考等，激

励群众发挥内生动力。农户从乡村振兴的被动福利享受

者，转变为乡村振兴的主导行动实施者。

实施乡村数字化管理机制。联合中国移动实施数字

乡村试点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数据化，围绕提

升村两委工作效率、提升群众服务感知度，做好基层干

部与群众间的信息连接。大力推进“平安乡村”视频监

控项目建设，推动社会治安群防群治，提高村级综合治

理效率。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是“三农”理论的重

要创新成果。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入学

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一体推进农业

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立足农业资源禀赋，加快农业

“特”“优”发展，推动农业及相关产业提质增效，把

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做优做实“融合、人才、环

境、脱贫、组织”这几篇文章，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快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村覆盖、向户延伸，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全方位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稳步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向着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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