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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化处理水平还有待继续提高。医疗、教育、文化等优

质公共服务资源不足。数字农业与数字乡村发展起步较

晚，智慧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未形成规模经济，农业

数字化发展速度较慢。

全面推进陕西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产保供，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工作要求。下一步，陕西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建议从加强粮食产业基础建

设、打造乡村产业“特色牌”、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和科学规划建设乡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继续着力。

（一）加强粮食产业基础建设

一 是 实 施 粮 食 综 合 生 产 能 力 强 基 固 本 工 程 。 对 照

《陕西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行动方案》，加快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加快编制省、市、县农田建设规划，明

确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布局和年度任务安排；加强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灌区为抓手建设水调控系统，大

力推广喷灌、滴灌、微灌、压管渗灌及“水肥一体化”

等新型节水灌溉技术；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构

建全链条、全周期应急管理机制，推动应急队伍专业化

建设；明确省、市、县高标准农田分级负担财政投入机

制，探索社会资本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方式；加强高

标准农田信息化管理机制，强化高标准农田管理。二是

实施粮食产业现代流通设施建设工程。加强粮食仓储基

础设施能力建设，逐步淘汰“小、散、旧”仓储设施，

按照粮食生产功能区、区域粮食产业集群发展区、政府

储备布局、应急保供和区域粮食物流通道等要求，建立

全省布局合理、服务专业、设施现代的粮食收储网络；

加强粮食储粮现代技术水平，增强信息技术和智能化、

绿色化装备应用，提高粮食仓储设施水平。三是实施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工程，提升粮食产业链、价值链和供

应链“三链协同”水平。以全产业链构建为目标，强化

顶层设计，将育种、精深加工、现代物流和休闲农业等

一二三产融入粮食产业全产业链。四是实施粮食产业主

体培育壮大工程。优选一批粮食龙头企业，通过重点扶

持和招商引资，构建大型生产、加工、存储、销售一体

化产业集团，在粮油主产区推动产业集聚，强化粮食品

牌打造，拓展粮油线上销售渠道等。

（二）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 是 打 造 “ 土 特 产 ” 的 “ 特 色 牌 ”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围绕“做好‘土特产’

文章”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关键要

找准路子、突出特色。目前陕西已经在苹果、奶山羊、

猕 猴 桃 、 茶 叶 和 肉 羊 五 个 地 方 特 色 产 业 上 形 成 集 群 建

设，下一步要在生猪、设施蔬菜、食用菌、中药材和小

杂粮等产业上建设特色农产品集聚区，形成原材料产业

链、生产加工链、运输销售链等全产业链融合。二是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融合业态。根据关中、陕南、陕北气候

特点和资源禀赋，着重开发农业农村生态、文化、康养

等融合业态，出台乡村特色产业融合项目补贴政策，加

强对融合发展主体的培训，强化农民经营和管理能力。

三是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以县域为单位，以各类产

业园区建设为抓手，优化乡村产业空间布局，整合小散

弱园区，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园区集中，增强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引导人才、资金等要素向园区

集合。四是强化乡村特色产业联农带农机制。鼓励引导

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土地合作社，推动土地集约规模经

营；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建设，

强化合作社的综合服务功能。

（三）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

乡 村 建 设 要 尊 重 规 律 、 稳 扎 稳 打 ， 体 现 特 色 、 注

重保护、因地制宜。一是在全省重点示范镇建设和省级

“一村一品”专业村镇建设的基础上，为全省乡村建设

提供更多各具特色、因地制宜的规划范本和建设范例，

防止大拆大建、盲目建牌楼亭廊“堆盆景”。二是建立

健全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的长效管护机制，设置农村

公益性岗位做好日常管护，鼓励企业、志愿者团队等多

元主体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来。三是乡村建设政

策要因陕北、陕南、关中独特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以

及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和

暂不分类等五类村庄的划分定位，出台差异化政策和项目

支持，进行适宜规模建设和投资。四是在全省农村公路路

网建设日趋完善的基础上，依托旅游文化资源、生态康养

资源、特色农产品生产集聚区等，探索发展“房车经济”

“露营经济”等路衍经济模式，推动农村公路与沿线配

套设施、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体化

建设。五是加快养老、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下沉，完善农村地区医疗保障服务网络，推动“数字课

堂”、农业科技下沉入村，鼓励开展红色文化、传统技

艺、民间艺术等乡村自办群众性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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