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晖在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

把“千万工程”经验运用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
推动我省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黄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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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让万千乡村各展其长各美其美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守帅）11月28日，全省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工作
推进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千万工程”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
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现场推进会
精神，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晓晖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刻认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切实把
先进经验运用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中，推动我省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主持会议。
王晓晖在讲话中指出，“千万工程”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工程。20
年来，“千万工程”锲而不舍深入推进、与
时俱进迭代升级、内涵范围不断拓展，造
就了万千美丽乡村，壮大了万千乡村产
业，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探索走出一条
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入手，进而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成功路径，展
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引领力。总书记多
次对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出重要

指示批示，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明确了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原则要求、目标任
务、方法路径和着力重点，为我们做好“三
农”工作特别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书记对四川“三
农”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对我省乡村建设
作出重要指示、给予有力指导。省委十二
届四次全会专题研究以县域为重要切入
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并作出《决
定》，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习运用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这是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四川的细化实化具体

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我省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基础工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龙头
工程、助力美丽四川建设的生态工程、促进
共同富裕的民心工程，对于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助推新时代新征程四川现代化建设，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省上下要真正把

“千万工程”经验领会好运用好，发扬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扎实抓好各项部署落地
落实，加快建设我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
力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为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作出“三农”更
大贡献。 （下转04版）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李淼 王眉灵）11月28日上午，川青铁
路镇江关至青白江段开通首发仪式在川
青铁路茂县站站前广场举行。10时45分
许，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宣布：川青铁路
镇江关至青白江段开通。

11时06分，C6008次首发动车搭载
着体验试乘的旅客缓缓驶离茂县站，55
分钟后抵达成都东站，较汽车行驶里程缩
短2个多小时。这标志着川西北地区迎
来首条铁路，阿坝州迈入动车时代。

川青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
中兰州、西宁至广州通道的组成部分，路
网地位十分重要。线路起自成都东站，接

入青海省西宁站，正线全长约836公里，设
计时速200公里。全线分段建设，成都东
至青白江东段、青海省的海东西至西宁段
已投入运营。本次开通段起自松潘县镇
江关站，途经叠溪、茂县、安州、绵竹南、什
邡西、三星堆等站，接入青白江东站，正线
全长206公里。该段处于成都平原向青藏
高原东部边缘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海拔
高差超2000米，穿越龙门山、岷山、西秦岭
等山脉，跨越涪江、岷江、嘉陵江三大水
系，项目自2011年开工建设，历经12年艰
辛终于建成。预计2024年，镇江关至黄胜
关段将开通，届时铁路将通达松潘、黄龙
九寨站。待全线建成开通后，成都至西宁

铁路旅行时间预计缩短至4.5小时。
首发仪式前，黄强听取了川青铁路规

划建设、德胜隧道剩余工程施工和阿坝州
全域旅游发展、交通强州战略实施等情况
汇报。黄强指出，川青铁路穿过中央红军
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的主要地区，经
过大熊猫国家公园、若尔盖国家公园，串
联起九寨黄龙、红原大草原、黄河第一湾
等著名景区，也将中国西北方向的兰西
城市群和西南方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联系在一起，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政治意
义、生态意义、经济意义，必将有力促进弘
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筑牢长江黄河
上游生态屏障、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

融、川西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
裕。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加大德
胜隧道施工攻坚力度，推动镇江关至黄胜
关段明年开通运营，全力加快剩余路段建
设进度，让川西北地区各族群众早日享受
铁路带来的便利和红利。阿坝州要抢抓
通车机遇，着力提升旅游服务接待水平，
大力开发中高端文旅商品，加快把绿水青
山、冰川雪山变成金山银山。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阿坝州委书记
刘坪致辞，成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付国成介绍川青铁路成黄段项目建设情
况。省直有关部门和有关市州负责同志，
川青铁路参建单位代表等参加。

川青铁路镇江关至青白江段开通运营
黄强宣布开通

11月28日，四川高规格举行全省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工作推进会议。这是今年以来，全省
首次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到县一级的

“三农”领域专项工作会议。同时也是省委
十二届四次全会后，四川对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工作的再落实与再部署。

高位推动、密集部署，彰显高度重
视。那么，这场会议透露出哪些四川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新信号？会议
参观和电视电话会议期间，与会代表逐渐
找到答案。

信号一：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
蓝图绘到底

“能坚持13年，不容易！”在参观绵阳
市游仙区魏城镇铁炉村时，遂宁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徐建军注意到一个细节：2010
年，铁炉村就开始了整体盘活全村夯土建
筑的探索。

“坚持”，也是另一个参观点位成都市
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的关键词。从上世
纪80年代末期开设农家乐算起，竹艺村在
农文旅融合这条路上，已走过了30多年。

成功者的密码有共同之处。作为本
次会议的学习借鉴对象，浙江“千万工程”
启动实施的20年间，经历“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千村未来、万
村共富”三大阶段。无论名称如何变化，浙
江一抓到底的决心和方向从未改变。

会议释放出鲜明信号：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保持战
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何为定力与耐心？在农业农村厅厅
长徐芝文看来，四川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
衡，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也差异巨
大。因此，各地和各相关部门在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不能追求整齐
划一、千篇一律，杜绝“一刀切”、齐步走，
不搞“形象工程”，避免折腾“翻烧饼”。同
时，必须兼顾当前和长远，既要在开局阶
段集中力量打好一批标志性战役，取得可
感可及的具体成效，又要前后衔接、梯次
推进、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在基础上，积
小胜为大胜，久久为功推动全省农业农村
发生美丽蝶变。

信号二：围绕“五个振兴”，突出
“宜居”“宜业”“和美”三大重点

会议指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的龙头工程、助力美丽四川建
设的生态工程、促进共同富裕的民心工程。

组织实施如此浩大的工程，何处入
手？会议透露的第二个信号是：围绕全面
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
个振兴”，突出“宜居”“宜业”“和美”三大重
点，扎实推进四川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宜居”的重点，是缩小基础设施“硬
差距”、填补公共服务“软落差”，让农村基

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具体来说，就是逐
步消除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五小”水利工
程、清洁能源、网络通信、冷链物流等布局
的盲点，着力补齐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养老托育等短板。

“宜业”的指向，是加快构建现代乡村
产业体系。主要思路是在扎紧“米袋子”的
基础上鼓起“钱袋子”。具体来说，守牢建
好“天府良田”，并与良种、良法、良制、良机
实现“五良融合”，保障粮油等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责任。同时，做好“土特产”文章，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步完善联农
带农机制，把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和美”的两大着力点，是持续提升治
理水平和改善人居环境。在持续提升治
理水平方面，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以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效
能和农民精神风貌。在人居环境改善上，
需要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生活垃圾、
污水、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同时，保护好
特色民居、古树名木等乡土特色，彰显巴
蜀韵味。

信号三：明确为“一把手”工程，
逗硬考核的“指挥棒”

毫无疑问，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项系统工
程。

如何在具体工作中，奏出地方与部门

之间的“协奏曲”？
会议给出的方法是：压责任、强保障

与推示范相结合。
先看压责任。会议明确，四川将建立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把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
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同时，强化考核激
励和结果运用，对建设成效显著的地方予
以政策倾斜，对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不力、搞形式主义的严肃追责问责。

再看强保障。会议交流发言环节，财
政厅和农业农村厅分别提到，要聚焦“人、
地、钱”三个关键要素，全力保障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具体来说，启动实施
人才招引、定向培养项目，倡导大学生到
乡、动员能人回乡、吸引农民工返乡、引导
企业家入乡等专项行动，为乡村产业发展
等注入新鲜血液。同时，合理安排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规范开展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确保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
点工程项目的合理用地需求。此外，深化
各类涉农项目资金整合，并通过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贴息、担保等
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最后看推示范。同样是在交流发言
环节，农业农村厅提到：今后四川每年将
在全省培育100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
范村。进而，分不同区域和类型，总结提
炼好的经验模式，以点带面在全省推广。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成栋 燕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