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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年省委一号文件《中共
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学习运
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在推
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的意见》正式印
发。这是新世纪以来四川指导“三农”
工作的第21个省委一号文件。

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三农”
工作怎么抓？2月29日，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2024年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
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
省乡村振兴局局长蒋刚，农业农村厅总
农艺师徐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
长黄晓东和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邓斌进
行了解答。

“主线”怎么干？
推进实施一批让群众可感可及的

实事，建设一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今年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三
农’工作主线就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蒋
刚表示，此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
一号文件均强调，要以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为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如何推动“千万工程”经验在四川
落地落实？发布会给出答案：今年全省
将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
目标，集中力量、集中要素，推进实施一
批让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建设一批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首先是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蒋刚表示，今年将持续推进较大人口规
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乡村振兴产业
路旅游路建设，深入实施乡村水务百县
建设行动，统筹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

升、通信基础设施能力提升、农村危房
改造等工程。

其次是全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全省将推进实施农村“厕所革命”重点
项目，深入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
村示范工程”，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建设巩固提升行动，加快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

在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今
年将重点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准
化建设，加快发展城乡学校共同体，构
建县乡村医疗卫生一体化服务体系，片
区化集约化布局农村基本养老服务，逐
步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方面，今年将
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平安
法治乡村建设，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化解
机制。同时，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百千
万”工程，加快培育文明乡风。

“底线”怎么守？
以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为重心、“两促进一提升”推动巩固脱
贫成果提质增效

守牢两条底线，是今年省委一号文
件的另一个关键词。两条底线，剑指确
保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确保粮食安全方面，省委一号文件
要求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9600万亩以上、产量保持在715亿斤以
上，并提出实施粮食扩面增产工程、牢
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量质并重建好

“天府良田”等配套措施。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邓斌

介绍，去年，我省以全面推行田长制为

抓手，开展成都平原及全省耕地保护
专项整治，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和
进出平衡等措施，全省耕地保护形势
持续好转。2023年预计全省耕地可净
增加50万亩以上，实现全省连续三年
耕地净增加。

蒋刚介绍，下一步，我省粮食增产
的工作重心放在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
单产提升上，通过挖掘水稻、玉米、小麦
等主要粮油作物增产潜力，力争全省粮
食单产再提3公斤。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方面，省委
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欠发达地区帮扶
力度、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提
高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强化易地搬迁
后续扶持。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一年。徐斌介
绍，今年将实施防止返贫常态化监测帮
扶体系促进计划、脱贫群众持续增收体
系促进计划、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提
升计划，推动巩固脱贫成果提质增效。

“重点任务”怎么抓？
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发

展、深化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点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千方百计
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建设治理水
平；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促进县域城乡
融合发展，是今年省委一号文件突出的
三个重点。

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方面，
提出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
的中心任务，要求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和

产业集群发展、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
工等。同时，部署开展农民工高质量充
分就业行动，要求确保全省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规模保持在2500万人以上。

现代乡村产业发展对于建设用地
有更多的需求。邓斌表示，一方面，我
省将尽快出台细化城镇开发边界管理
的相关政策措施，明确城镇开发边界外
零星城镇建设项目的准入清单和管控
要求。另一方面，研究制定《四川省乡
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引》，出台全省第一
个针对乡村振兴用地政策的“工具包”，
全面梳理乡村振兴用地保障政策，指导
地方用好用活相关土地政策。

就业是农民收入的大头。黄晓东
表示，我省将构建“县级劳务公司+乡
（镇）劳务专合社+村（社区）劳务经纪
人”全链条劳务服务体系、推广应用“蜀
我·会找活”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大力实
施以工代赈、开展创业培训和新职业新
业态培训、扩大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
险的覆盖面，确保广大农民工求职有
门、培训有路、维权有助。

徐斌介绍，今年农村改革重点是加
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同
时，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规范集体经济
组织运行机制，加快探索县域内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省委、省政府部署在成都
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和
20个县（市、区）开展深化县域内城乡
融合发展改革试点，今年要着力推动试
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阚莹莹王若晔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阚莹莹 王若晔）日前发布的2024年
《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
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
验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的意见》
（简称“省委一号文件”），就做好2024
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三农”工作作
出系统部署。2月29日，省政府新闻办
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2024年省委一
号文件新闻发布会，对文件进行全面解
读。这是四川新闻发布厅启用后的首
场新闻发布会。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共6个部分29
条，提出2024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省将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
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把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
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坚决守
牢粮食安全、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
心任务。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

“天府粮仓”，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全面推进农业强省建设，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奠定坚实
基础。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主要内容可以
概括为：明确一条主线、守牢两条底线、
突出三个重点、强化四项保障。主线是
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
验、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守牢
两条底线，指确保粮食安全、确保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三个重点分别是发展乡
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四项
保障分别是强化组织、投入、人才和用
地保障。

发布会上，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
省乡村振兴局局长蒋刚，农业农村厅总
农艺师徐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
长黄晓东，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邓斌介绍
情况并答记者问。新华社、人民日报、
农民日报、四川日报·川观新闻等媒体
记者，先后就粮食增产、耕地保护、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农民工就业、深化农业
农村改革等重点关注内容进行提问。

2024年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举行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就做好2024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三农”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绘就万千乡村新图景

聚焦省委一号文件

新闻纵深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2月29
日，记者从蜀道集团获悉，绵遂内铁路
绵阳至遂宁段初步设计获省发展改革
委批复，标志着该项目推进工作取得重
大阶段性进展。

绵遂内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多层次轨
道交通规划》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列入国家、四川省“十四五”规划建设
项目，是继川南城际铁路、汉巴南铁路
之后，蜀道集团主导投资建设的第三条

高速铁路。
该项目途经绵阳、遂宁、资阳及内

江四市，是绵泸高铁的北段和中段，在
绵阳地区新建联络线接入绵阳站，在
遂宁地区新建联络线接入遂宁站，与
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沪蓉铁路成
渝段（即成遂渝铁路）接轨，在内江地
区接入内江北站，与绵泸高铁内自泸
段贯通，对于构建川北、川南、川中区
域城际铁路环线，加快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

发展，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具有
重要意义。

按照省政府“一次规划设计、分步
分段建设”的工作安排，先期实施绵阳
至遂宁段。

绵遂内铁路绵阳至遂宁段正线
全长136.21公里，联络线16.59公里，
建设工期4年，设计时速目标值250
公里。其中正线桥梁74.74公里（153
座）、隧道32.56公里（63座），正线桥
隧比 78.78%，新建绵阳南、三台、射

洪、遂宁高新 4座车站，扩建既有绵
阳站。

绵遂内铁路绵阳至遂宁段建成通
车后，将完善成都、绵阳、遂宁半小时
通勤圈，结束三台县和射洪市不通铁
路的历史，形成绵阳经遂宁至万州、武
汉、长三角方向，绵阳经遂宁至重庆、
贵阳、大湾区方向最快捷高铁通道，极
大提高沿线居民便捷出行“幸福指
数”，对于促进沿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绵遂内铁路绵阳至遂宁段初步设计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