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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极端重要性与现实针对

性。《四川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对今后一段时间

四川省乡村建设行动做出了具体的工作安排，方案指出

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农村公共服务提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

成效的进步。在深刻学习“千万工程”重要经验开展乡

村建设的基础上，建成一批具有辐射带动功能的中心镇

（村），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踏实

走好和美乡村的四川之路。

（二）锚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四川方略

四川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仅要深入学习应用

“千万工程”重要经验，而且要深刻把握和美乡村的重

要内涵，确保“宜居”“宜业”的“和美”之义在巴蜀

大地得以全面准确体现。2023年10月，四川省制定了全

国首个地方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规范》，从乡村

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明确了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的四川定义。

四川“宜居”乡村建设不仅体现在乡村人居环境的

整体性改善上，而且体现在着力解决现目前四川农村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欠缺、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不均等问题，

突 出 以 优 质 、 均 衡 、 集 约 、 高 效 等 特 征 为 目 标 开 展 建

设。《四川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专

门提出要开展“美丽四川·宜居乡村建设”十项重大工

程，着力解决广大农村人民群众所期所盼，提升人民幸

福感、获得感。

四川省“宜业”乡村建设体现在以“产村相融、成

片推进”的新农村产业综合体和以产业扶贫、产业融合

发展为背景的农业产业基础上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

系。2022年，四川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9859.8亿元，

仅次于山东、河南，在全国各省（市、区）排第三位，

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省，是保障国家农产品供给的重要

基地。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创造性地

提出要把四川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大后

方。作为新时代的战略大后方和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

基地，四川省委提出要把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

粮仓”放在首要位置。在确保牢牢抓住粮食安全这根主

线的同时，四川省也在“土特产”上做足了文章，针对

十大优势特色产业展开布局。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

系，保证粮食供给，打造特色农业产业，促进四川农业

产业融合发展，切实提升四川农业产业的质与量。

四川省“和美”乡村建设重在体现由“美丽四川”

向 “ 和 美 四 川 ” 的 战 略 性 转 变 上 。 从 “ 美 丽 ” 到 “ 和

美”，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美”层面的诠释上更加强

调“和谐”这一重要的发展观念。“和美”不仅仅是农

业 、 农 村 、 农 民 三 者 的 协 同 发 展 ， 而 且 是 农 业 农 村 政

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更是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

文明建设之间的和谐共生。“和美”不仅仅是乡村人户

环境改善的“宜居”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宜业”，而且更

是在“宜居宜业”基础上建设“美丽乡村”的更高级形

态，这正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四川的应有之义。

（三）推进“城乡融合”——和美乡村的四川探索

2023年，四川省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

四川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