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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

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十三五”时期，现代农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乡村振兴实

现良好开局。粮食年产量连续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农民人均

收入较 2010 年翻一番多。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易地扶贫

搬迁任务全面完成，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

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改革向纵深

推进，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农村即将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党和国家战胜

各种艰难险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驰而不息重农强农的战

略决策完全正确，党的“三农”政策得到亿万农民衷心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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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要

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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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依然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

“三农”，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

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党中央认

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务

必抓紧抓实。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

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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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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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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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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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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

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2021 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 1.3 万亿斤以上，生猪产业平

稳发展，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

继续快于城镇居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启动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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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行动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

村改革重点任务深入推进，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到 2025 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基础设施

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农村生活设施便利化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供应保障更加有力，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明显优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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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升，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有

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取得积

极进展，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减少，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乡村建设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发展

活力充分激发，乡村文明程度得到新提升，农村发展安全保障更

加有力，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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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

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

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

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

移。抓紧出台各项政策完善优化的具体实施办法，确保工作不留

空档、政策不留空白。 

（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发现、及时帮扶，守住防止

规模性返贫底线。以大中型集中安置区为重点，扎实做好易地搬

迁后续帮扶工作，持续加大就业和产业扶持力度，继续完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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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配套基础设施、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切实提升

社区治理能力。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和监督。 

（五）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实施脱贫地区特色种养

业提升行动，广泛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深化拓展消费帮扶。

持续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工作。统筹用好公益岗位，对符合条件

的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

广以工代赈方式，吸纳更多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

在脱贫地区重点建设一批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加

大对脱贫县乡村振兴支持力度。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确定一批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支持。支持各地自主选择部分脱贫县

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

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 

（六）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开展农村低收入人

口动态监测，实行分层分类帮扶。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

口，坚持开发式帮扶，帮助其提高内生发展能力，发展产业、参

与就业，依靠双手勤劳致富。对脱贫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

通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人口，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础，

按规定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并按困难类型及

时给予专项救助、临时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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