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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提升要素保障水平

近 年 来 ， 广 西 乡 村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 但 产 业 振 兴 基

础还比较薄弱，产业发展可持续性不强，特别是支撑产

业项目的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保障面临较大瓶颈、

动力不足。生态保护、粮食安全压力较大，喀斯特地貌

多、山地丘陵多、基本农田多，设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少，农业生产难以集约化、规模化，产业项目落地难。

农业技术落后，资源利用较差，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不

高，农业收益低。因此，加快提升产业要素保障水平显

得至关重要。

一是抓好资金项目管理。压实县区衔接资金主体责

任，抓好项目库建设管理，按时序进度要求督促指导资

金支出进度和项目建设进度，常态化监测资金分解、拨

付、调整、结转结余、执行进度、支出计划和项目库，

强化资金项目常态化督导和专项督导，在确保安全使用

的同时提高效益产出。

二 是 破 解 产 业 项 目 用 地 指 标 问 题 。 多 措 并 举 破 解

乡村产业项目用地指标紧张，按照“分类施策，强化保

障”要求，预支保障，着力破解项目用地“指标紧”问

题。一方面，内挖潜力，加快清理一批未供和闲置土地，

用足用好“增存挂钩”指标政策，争取土地资源利用最大

化。另一方面，针对边境地区、脱贫地区、民族聚居区等

重点区域向上争取专项指标，同时深入推进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整治挖潜，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三 是 加 快 特 色 产 业 项 目 发 展 。 启 动 新 一 轮 发 展 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培育一批联农带农效果好的龙头

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接广东产业转移，做好传统

产业转型，发展既带动就业又促进财政增收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增强脱贫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因地制宜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打响“桂字号”品

牌，使广西农产品“既好看又好吃”。

四 是 深 化 粤 桂 东 西 部 协 作 。 加 强 与 广 东 的 联 系 与

合作，突出产业衔接和劳务协作两个重点，紧盯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两个关键。促进“一县一园”产业衔接模

式和“一县一企N车间”劳务协作模式的良性互动，通

过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达到粤桂协作现代农业产业园

和“圳品”全覆盖。同时，提升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把广东的技术、人才优势和广西的资

源、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企业盈利和社会就业两

相宜，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同推进，广东和广西双丰收

的良好局面。

（三）着力强化人才保障能力

当前“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新

三农问题使乡村振兴的农民参与和人才匮乏问题更加突

显。大部分基层干部特别是村两委干部年龄偏大、文化

水平不高，学习、领悟、执行政策法规能力有所欠缺，

特别是信息化办公、财务、法律等方面知识和能力满足

不了村民自治现代化的要求。如何加强乡村人才和组织

保障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是培育好乡村科技人才队伍。农业科技人才是创

造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依托，是强农富农的决定性因素之

一。要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人才投入力度、发掘培养力

度，不断发展壮大农业科技队伍，建立农村科技人才信

息库。建设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努力构建科学合理

的农业科技专业人员、农业技术员、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教育体系。研究切实发挥科技特派员作用的体制机制创

新，鼓励各类“田秀才”“土专家”兴办科研实体和经

济实体，优先承包农村农业资源，完善农业科技人才奖

励制度。

二 是 打 造 好 乡 村 治 理 人 才 队 伍 。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精神，选好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优化基层党组织干部队

伍，做好党支部星级化工作，真正把农村党支部建成政

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一线战斗堡垒。

三 是 发 展 好 乡 村 经 营 人 才 队 伍 。 坚 持 发 展 为 了 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做好教育农民、引导农民、组织农

民，激发自己动手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基层

实践中发现、培育、支持提升一村、引领一方、带动一

片的致富带头人。实施农民技能与职业教育衔接机制，针

对优秀村干、本土乡贤、经济能人，培养与产业需求相适

应、与农村发展相协调的科学技术能手和新型职业农民。

四是建设好乡村服务人才队伍。加大骨干教师和赤

脚医生、专业社工的培养力度，建设乡村教师、乡村医

生、社会工作者等乡村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立各级后

备人才库，完善乡村教育、医疗、社工人才培养机制、

职称晋升机制和生活保障机制。探索“县管校聘”“乡

聘村用”“第三方服务”等体制改革，提升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创新农村活动供给类型，大大丰富农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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