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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特别是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

发〔2021〕1号）部署，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十三五”时期，全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

要论述特别是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抓重点、

打基础、补短板，“三农”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如期完成，粮食产量稳定在 700亿斤以上，率先实现农业现代

化取得新进展，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1%，农村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两个高于”，

农村即将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实现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

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们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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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原则，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重大任务，

深入实施“84549”现代农业发展计划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大

工程”，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

十一届七次、八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总抓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

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推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2021年，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平稳过渡。率先实

现农业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保持粮食稳产高产、努力向 80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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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全面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村改

革重点任务深入推进，改革红利有效释放。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

完善，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农民收入增长水平继续高于城镇

居民。 

到 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粮食产量登上

800亿斤新台阶，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长春市和其他 9

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及市（州）城市周边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

代化。乡村建设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居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持续改善，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乡村发展活力显著增

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二、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设立衔接过渡期。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有关

政策，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年过渡期，过渡期

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结合我省实际对主要帮扶政

策逐项优化调整，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平稳过渡。出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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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精准帮扶机制，以县（市、区）为单位，采取预防性和事后帮

扶相结合的措施，强化监测对象分层分类帮扶，确保动态清零，

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对具备发展产业条件的帮扶对象，加强

产业就业帮扶；对无劳动能力的帮扶对象，强化兜底保障；对遭

遇重大自然灾害或家庭重大变故的家庭，实行“一事一议”帮扶

救助。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产

业园区建设，促进搬迁群众稳岗就业增收。加强扶贫资金资产项

目管理，制定管理办法，有序推进确权登记，明确后续经营管理、

风险防控责任，确保持续产生效益和发挥作用。 

（五）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持续发展壮大扶贫产业，

继续加强脱贫地区农田水利、乡村道路、高标准农田、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县（市、区）为单位，将精准扶贫

产业规划完善提升后纳入乡村特色产业规划布局。落实国家小额

信贷和龙头企业财政贷款贴息补助政策。拓展互联网销售、预算

单位采购、东西部产销对接等渠道，持续推进消费帮扶行动。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将有培训意愿的脱贫劳动力和边缘劳动力等纳

入培训范围。强化返乡创业基地建设，鼓励引导脱贫劳动力离土

不离乡，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全省确定 12个县（市）作为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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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省级重点县集中支持，在 1489个脱贫村中每年选择 300个村

创建三 A级标准示范村。 

（六）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加强农村低收入人

口动态监测，实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

制度，发挥公益性岗位“托底线、救急难”作用，合理有序开发

乡村公益岗位，优先安置无法离乡、无业可就、面临返贫风险的

农村就业困难人员，稳定家庭基本收入。科学确定低保和特困供

养范围及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做到应保尽保、应兜尽

兜。健全社会救助制度，适时调整保障范围及标准，实行精准施

救。 

三、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七）坚决守住耕地红线。优化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布局，

科学划定各类空间管控边界，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明确耕地

利用优先序，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特别是口粮生产，一般

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油、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深入推

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挖湖造景，严禁

超标准占用耕地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

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及挖塘养鱼、非法取土等破坏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