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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综合产能提升工程

切实抓好粮食生产，加快

扩种大豆油料，保障“菜篮子”

产品有效供给，推进食物供给

多元化。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

管控，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

强农田水利建设。强化科技和

装备支撑，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五大行动”，加大高产集成技

术推广力度，推广应用新型适

用农机。

农民增收致富提升工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强化动态监测帮扶，增强脱贫

群众和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

力。强化各项稳岗纾困政策落

实，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发展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动县域

经济、联农带农经济、集体经济

协调发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做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

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

特色现代农业提升工程

推进优势特色种养业全链

条升级，巩固提升9条省级现

代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水平。实

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产业集

群等项目，培育一批特色产业

强县强镇强村。培育龙头企业

梯队，开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示范创建。实施县域商业建

设行动。

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工程

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发挥杨凌示范区、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作用，聚力11项省级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发挥

44个省级产业技术体系作用，

抓好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示

范推广。深化农业开放合作。

农村重点改革提升工程

稳步推进农村承包地改

革，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工

作。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加快房地一体宅基

地确权登记颁证。深化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探索合理统筹土地增值收益的

有效机制。实施集体经济“消

薄培强”行动，开展农村集体经

济合同清理规范专项行动。

乡村规划建设提升工程

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

活条件目标，加快推进有条件

有需求的村庄编制“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加大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农村地

区公共服务水平，抓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

农村基层治理提升工程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强化县级党委抓乡

促村责任，加强对村干部管理

监督。健全县乡村三级治理体

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

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

台。强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因地制宜推动农村移风易俗，

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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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产业是陕西最大的农业特色产业，已成为带动农民群众

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图为千阳县苹果园（资料照片）。

突出“七个提升工程”

专家解读

编者按:2023 年是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 村 现 代 化 的 关 键 之

年。《实施意见》锚定建设

农业强省目标，坚持和加

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

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强化科技创新和组织

创新，坚决守牢确保粮食

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等

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

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等重点工作，对陕西省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作出全面部署。以下

是陕西有关部门负责人

及专家学者对《实施意

见》的解读。

33月月77日日，，在西安市长安区杨庄街道营沟村在西安市长安区杨庄街道营沟村，，农机手正在开展春季麦田机械化作业农机手正在开展春季麦田机械化作业（（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共9部分41条，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围绕贯彻落实“七个提升
工程”，安排部署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稳产保供

咸阳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鱼剑锋：《实施意见》围绕

实施粮食综合产能提升工程，对粮

食生产进行了全面部署。咸阳作

为粮食生产大市，将坚决扛牢政治

责任，启动实施新一轮亿斤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发挥“三级田长制”管

理模式优势，强化“藏粮于地”，整

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藏

粮于技”，向优良品种、先进技术、

装备设施要潜力；健全收益保障机

制；大力发展食用菌、优势特色瓜

果等产业，以大食物观探索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增收致富

陕西省委农办副主任、省农业

农村厅副厅长陈文：增加农民收入

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拿出长短结

合、务实管用的硬措施，坚持“四轮

驱动”同时发力。一是统筹推进县

域经济发展，提高县域就业容量，

促进就业创业拓岗增收。二是加

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提升，实

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撑工程，推动

农业经营增效增收。三是统筹推

进农村“三块地”改革，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让农民获得更多财产

性收入。四是加大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

平，推动农村公共服务提质降费，

增加对农民的补助补贴。

特色农业

延安市副市长魏延安：苹果是

陕西最大的农业特色产业，延安是

全省优质苹果的核心产区。《实施

意见》提出，支持延安建设苹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延安将紧

盯短板弱项，全面提升苹果发展质

量和效益；实施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

动，在“种”好上持续发力；巩固提

升“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在全国

的品牌地位和影响力，在“卖”好上

重点突破；探索联农带农利益联结

机制，助推果农融入全产业链增

收，在“挣”好上下功夫。

科技创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教

授陈玉林：《实施意见》聚焦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领域，进一步明确了陕

西省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和攻

坚任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将依

托“五群一院”，持续打造我国旱区

农业的重要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

设旱区农业创新高地；聚焦粮食安

全、畜牧产业、生态环境、旱区节水

农业发展、食品质量安全、未来农

业科技前沿等领域，做强旱区作物

逆境生物学与绿色生产、畜禽生物

学与健康养殖等学科群，加快启动

建设未来农业研究院。

农村改革

陕西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刘小平：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迫切

需要改革增动力、添活力。一是扎

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30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化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二是巩

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

果，实施集体经济“消薄培强”行

动。三是深入推进县域农民工市民

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四是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增强农村

改革整体性、系统性和集成性。

和美乡村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

建康：《实施意见》瞄准农村基本具

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以为农民而

建、让农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和人居环境整治为重点，多措并

举，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建设具有陕西特质的农业

强省提供有力支撑。一要科学合理

谋划村庄布局。二要持续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三要精准发力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四要加快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乡村治理

西安财经大学教授白呈明：

《实施意见》提出通过健全党组织

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和改进

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

陕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一是县级党委要承担起抓乡

促村责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扎实推进乡村治

理重点任务落实。二是构建县乡

村三级治理体系，加大普法宣传，

优化治理方式，健全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三是通过农村移风易

俗、丧葬习俗改革、重点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等，强化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奠定良好乡村治理文化基

础。 （据《陕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