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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三届〕第六十号 

《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已由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现

予公布。本条例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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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

促进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活动，适用

本条例。 

第三条 促进乡村振兴应当坚持党的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遵循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民主体地位、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改革创新、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循序渐进的原则。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维护和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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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建立乡村振兴促进工作领导责任制，实行省负总责、

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乡村振兴促进工作的领导，

将乡村振兴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统筹协

调机制，组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结合本地区实际组织开展乡村振

兴促进工作。村（居）民委员会支持和组织村（居）民做好乡村

振兴相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乡村振

兴促进工作的统筹协调、服务指导和检查推动，其他有关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乡村振兴促进相关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编制本行政区域乡村振兴

规划，各有关部门应当结合部门职能编制专项规划或者方案，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制定实施计划或者方案，形成乡村

振兴规划体系。 

乡村振兴规划的编制，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

土空间规划相衔接，符合当地实际，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等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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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乡村振兴促

进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宣传。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类组织和

个人参与服务乡村振兴，对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有

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乡村振兴促进工作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欠发达

地区帮扶长效机制,健全易返贫致贫人口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组织协调，持续推进山海协作和对口帮

扶，加大对革命老区、偏远山区、海岛以及少数民族乡村支持力

度，从产业布局、项目安排、财政扶持等方面有针对性地给予重

点支持。 

第二章 产业发展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

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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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发挥当地资源特色优势，推进茶

叶、蔬菜、水果、畜禽、水产、花卉苗木、林竹、食用菌、乡村

旅游和乡村物流等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加大对海洋牧场、海洋信

息与数字产业等新兴业态的扶持，保护海岛生态资源，传承海丝

文化、海洋本土民俗文化，建设特色渔村。强化项目带动，推进

优势特色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支持农产品原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

工产业发展，完善农产品物流骨干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 

第十条 强化乡村产业用地保障，建设用地指标应当向乡村发

展用地倾斜，县域内新增耕地指标应当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所

需耕地占补平衡需求。 

编制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安排不少于百分之十的建设用

地指标，重点用于保障乡村产业用地，满足合理需求。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方

式节余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发展乡村产业项目。 

第十一条 完善和落实政策性融资担保和信贷风险分担政策。

财政出资设立的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应当为农业经营主体服务。农

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入股从事农业

产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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