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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3月1日起施行

发展高效生态循环农业
支持休闲农业文化体验等产业发展

《规划》提出，公共财
政要更大力度向农业和
农村倾斜，对农村低收
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实
施长效帮扶。根据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使用范
围要求，进一步提高农
业农村投入比例，设立
相关专项资金、基金应
当加强对乡村振兴的支
持。支持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发展，推动农业信
贷担保机构降低担保门
槛、扩大担保覆盖面，面

向小农户、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中小企业等涉
农主体开展小微普惠金
融服务。

加大农村实用人才
培养力度，《规划》提出，
支持社会各方面提供创
业指导等服务，引导各类
人才向乡村基层一线流
动，加强省、市、县三级联
动人才培训机制和专业
化培训，培养出更多有文
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
理的高素质农民。

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将于3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从产业发展、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全面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条例》明确，乡村振
兴工作实行省负总责、市
县乡负责落实的工作机
制，省人民政府负责组织
编制实施全省乡村振兴
规划，市、县级人民政府
负责组织编制实施本地

区的乡村振兴规划，各级
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
本地区乡村振兴工作第
一责任人。

在编制县域村庄分
类和布局规划、实用性
村庄规划过程中，要体

现当地乡土特色，科学安
排布局土地利用、基本农
田保护、水资源开发利
用、产业发展、公共卫生
服务设施、人居环境整
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
化传承等。

《规划》明确，乡村振
兴要以产业发展为重点，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形成
以粮食产业、规模种养、高
效生态循环农业、食品加
工、冷链仓储物流和文化
养老休闲旅游互为支撑的
乡村振兴产业结构。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规划》提出，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
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耕
地质量提升和保护利用，
加强粮食生产、储备和流
通能力建设，建设国家粮
食生产核心区。发展具
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
集群，培育创建国家级、
省级农业产业强镇。因
地制宜优化小麦、玉米、
花生、生猪、中药材等主
导产业布局，构建国家、

省、市、县四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体系，打造现代农
业发展先行区。

支持农业资源综合
开发，推行绿色生产方
式。《规划》提出，采用先
进种植养殖技术和设备，
发展高效生态循环农业，
推广绿色防控和生物防
治技术，支持休闲农业、
餐饮民宿、文化体验等产
业发展。

针对生态环境方面，
《规划》明确，建设森林
小镇、森林乡村，因地制
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逐步消除农村黑臭
水体，推进厕所粪污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推进农业投入品包
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及农
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的
资源化利用。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
度，《规划》提出，开展农村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家
庭，建设文明乡村，普及科
学知识和卫生健康防疫、
应急常识，开展乡村爱国
卫生运动，提升健康素养，
倡导健康科学的生产生活
方式。

如何加强乡村治理
能力？《规划》提出，优化
乡镇政务服务流程，全
面推进一窗式受理、一
站式办理。强化乡村安
全生产、公共卫生、防灾
减灾救灾、应急救援、应
急广播、食品、药品、交
通、消防等安全管理责
任。对乡村自然灾害防
御系统加强建设，建立
水旱、气象、地震、地质、
生物等灾害监测预警体
系，强化预警信号传播
和防灾减灾知识普及，

提升乡村防范自然灾害
的能力。

《规划》明确，加强城
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
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
置，建立健全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
特殊群体帮扶制度。引
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参加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
保险。全面落实城乡劳
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
酬制度，保障农民劳动
权益。

规划引领 体现当地乡土特色

产业发展 保障粮食供给及质量安全

绿色发展 加强乡村文明建设

乡村治理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长效帮扶 向农业和农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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