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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施工图”和“任务书”

推动乡村振兴蓝图落实落地

补短板
攻坚克难

夯实三大先导性支撑产业

“产业振兴、‘川字号’做大做强做
优，都绕不开这些问题。”发布会上，杨
秀彬提到，从四川农业现代化的制约性
因素来看，种业、现代农业装备和烘干
冷链物流三大先导性支撑产业的短板
较明显。

如何补齐短板？省委一号文件分
别作出部署，提出要打好种业翻身仗，
强化科技和装备支撑。

杨秀彬介绍，打好种业翻身仗，四
川将实施新一轮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在
种质资源普查、种质资源保护、种业集
群园区建设、龙头企业培育以及科技攻
关五大方面下功夫。“还要培养一批带
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让育制种大省更
加名副其实。”杨秀彬透露，我省正谋划
整合资源，组建四川现代农业种业发展
集团。

现代农业装备和烘干冷链物流补
短板的路径同样清晰。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四川将实施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
技术创新工程，以丘陵地区宜机化攻关
改造为重点，力争2025年全省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70%。

同时，布局田头小型仓储保鲜冷链
设施，建设产地低温直配中心，加快构
建农产品烘干冷链保鲜设施体系，并加
快发展乡村现代物流业。最终，解决好
农产品产地“最先一公里”和城市配送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抓重点
聚焦目标

狠抓四大领域重点工作

“十四五”期间，四川农村如何实
现产业更兴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和
舌尖更安全？

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给出答
案：抓好现代农业“10+3”园区建设、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宜居乡村建设和
确保农业安全。

这四大重点工作怎么抓？

现代农业园区是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牛鼻子”。而省委一号文件提
出，实施现代农业产业提升工程，建设
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杨秀彬透露，预计到2025年，全川
创建国家和省级现代农业园区300个
以上、市县级园区3000个以上。值得
一提的是，川渝两地还将携手加快建设
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

产业兴旺与农户“鼓腰包”的重要
桥梁，是农村集体经济。“省委一号文件
单列一条进行部署，足见重视程度。”省
委农办专职副主任、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毛业雄介绍，我省将根据中央部署完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规范建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断实现“既要产
业兴旺，也要农户鼓腰包”。

在“农村更美”方面，毛业雄透露，
年内我省将启动实施“美丽四川·宜居
乡村”建设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五年行动，并在年底前基本完成县级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而为了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我省
将进一步健全农业投入品减量使用制
度，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生产经营主体
责任，强化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
等。

强保障
落到实处

五大保障措施解决问题

省委一号文件的部署，如何才能落
到实处？

发布会上，杨秀彬给出答案：今后
我省将采取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
的全面领导、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
入保障、强化人才支撑、全面深化农业
农村改革、健全乡村振兴考核落实机制
等五大保障措施，解决“谁负责”“谁投
入”“谁来干”等问题。

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杨秀
彬透露，今年起，四川将全面实行市县
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农村基层党组
织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制，把相关工作
情况作为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
同时，建立乡村振兴荣誉制度，按年度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考评激励。

不断“财政的钱”、增加“市场的
钱”。在财政领域，今后四川将把农业
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
明确“十四五”末期将土地出让收益用
于农业农村比例提高至50%以上。而
市场主体参与方面，将围绕激发农村资
源要素活力做文章。如，实施农民合作
社发展质量提升和家庭农场、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等培育行动。

健全培养机制和强化人才服务
乡村的激励约束，这是省委一号文件
提出的乡村人才振兴两大抓手。杨
秀彬透露，接下来，四川将对在艰苦
地区、关键岗位工作表现突出的干部
优先重用。同时，锁定农民工、高素
质农民、在岗基层农技员等，放宽高
职扩招门槛。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成栋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粮食安全

这两条“底线”如何守住？

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
设5年过渡期

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脱贫攻坚虽然已经圆满收官，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很
重。”省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厅长杨
秀彬介绍，今年省委一号文件专门用一
个部分，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出安排，坚决守
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政策会不
会“急刹车”？省委一号文件明确，对摆

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
渡期，过渡期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
体稳定，并要求省直有关部门抓紧完善
政策优化调整的具体实施办法。

我省还将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机制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
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发现、及时
帮扶；针对我省易地扶贫搬迁量大面广
的实际，将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政策体系，持续加大就业和产业扶持力
度，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只是第一
步，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接续推
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我省将明确一批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确定一批省级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出台政策支持凉山
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示范工作。下一步，省委省
政府还将出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举行
现场推进会，作出进一步部署安排。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打出“压责任、增产量、强激励”

组合拳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底线，是
“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确保粮食安
全，我省打出“压责任、增产量、强激励”
的组合拳。

“过去我们的粮食安全是让行政首
长负责，现在中央层面已经明确，粮食安
全要实行党政同责。”省农业农村厅副厅
长肖小余介绍，今年我省将研究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具体办法，探索建立粮
食主产县党委、政府逐级述职制度。

“确保粮食安全，基础和前提条件
就是保护好耕地。”肖小余透露，今年
主要从耕地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双管齐
下——

保护数量。采取“长牙齿”的硬措
施确保耕地数量；坚决制止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和违
背自然规律绿化造林、挖湖造景、超标
准建设绿色通道，严格控制非农建设

占用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
地等。

提高质量。保质保量完成今年470
万亩、“十四五”时期新建1000万亩以
上高标准农田的任务，并将已建成的高
标准农田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
殊保护，重点用于粮食特别是口粮生
产，真正确保“良田粮用”。

我省还将坚持藏粮于技。肖小余
透露，今年将组织开展好农资、农技、农
机和助耕帮扶等“四个服务”，着力提高
稳产增产、绿色高效关键技术到位率和
覆盖率；重点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控，做
到“防病”保粮、“虫口”夺粮。

落实激励政策也是关键。
肖小余强调，今年我省要不折不扣

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稻谷目标价
格补贴、稻谷最低收购价等惠农政策，
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启
动“稻香杯”农业丰收奖评选，对粮食生
产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个人和优质稻
品种进行表彰激励，支持粮食扩面增
产。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侯冲

聚焦2021四川省委一号文件

2021年省委一号文件，“底线”一
词出现两次。一次是“守住防止规模性
返贫底线”，意味着要持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一次是“划定非主产县粮
食面积、产量和自给率底线”，意味着要
不断确保粮食安全。

两条底线如何守住？记者采访了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3月24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行2021年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
雷远东 摄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21年的省
委一号文件，给出了今后四川“三农”工
作鲜明的主题。

“细化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和乡村
建设、农业农村改革的方方面面。”3月
24日2021年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
举行，省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厅长
杨秀彬认为，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同时
也是四川乡村振兴的“施工图”和“任
务书”。

如何把省委勾勒的蓝图不断落实
落地？这份“施工图”和“任务书”有哪
些亮点、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