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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A

是否同意对外公开：是

濮农文〔2024〕60号 签发人：苗振江

濮阳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11号建议的

答 复

肖丽红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乡村振兴中村庄建设的建议》已收悉，

经与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共同研究，现答复如

下：

近年来，濮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

坚持把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来抓，动员各方力量

积极参与，整合各类资源强化保障，以乡村建设十三个行动专班

工作要点为抓手，扎实开展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县城城乡交通一

体化等专项行动，着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加快建设生态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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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美丽乡村，有力有序推进乡村建设落地见效。

一、科学编制乡村规划。一是坚持规划先行，促进城乡融合。

分发挥乡村规划的引领作用，把编制与管理好乡村规划作为乡村

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坚持县域规划“一盘棋”思想，科学规划村

庄布局，加强村庄规划编制指导，发挥“政府组织领导、村民发

挥主体作用、专业人员开展技术指导”的机制，坚持先规划后建

设，无规划不建设，积极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二是引导村庄

建设行为，塑造乡村特色风貌。合理划定村庄建设边界，有序管

控村民自建住房建设，划定全市乡村风貌分区和特色风貌带，明

确各地乡村风貌塑造方向。我市先后开展“千村试点”、“百镇千

村”、“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示范村等行动，优先编制乡村振兴

示范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实用性村庄规划。组织印发《乡村振兴

战略文件汇编》《村庄规划政策文件与规范汇编》等政策文件，

制定工作台账，细化任务措施和时间节点。充分发挥了规划的指

导约束作用，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无规划不建设，确保乡村产业

设施、公共基础设施、基本服务设施建设从容展开，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乡村生态保护、农耕文化传承有序推进。目前，全市应

编尽编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率达到 50%。三是坚持分类推进。特

别是特色保护类村庄重在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传统建筑、民风民俗

保护，在保持原生态环境和村庄传统格局基础上有序推进村庄更

新改造，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等环境友好型产业。我市共计 2900

个行政村，已划定城郊融合类村庄 488个、集聚提升类村庄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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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治改善类村庄 1213个、特色保护类村庄 124个、搬迁撤

并类村庄 600个。目前各县区已全面完成规划方案编制。

二、保障措施。一是加大投入力度。完善财政投入稳定增长

机制，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积极参与的乡村

建设多元投入格局。强化资金整合、资源统筹，公共财政加大向

“三农”倾斜力度，加大对乡村建设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支持。

完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

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鼓励各地按照政府债券发行要求，分类

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债券资金重点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农村公路、高标准农田等乡村公益性项目，专项债券重点支

持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乡村文化旅游、农村供水等融资规模与项

目收益相平衡的重大项目建设。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持续扩大乡村建设领域社会

资本投入。自 2021年起，为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市财政每

年列支 3000万元专项资金进行以奖代补，各县区也将乡村建设

行动示范创建纳入了财政预算。二是强化社会动员。依托定点帮

扶、“万人助万企”、“万企兴万村”等，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

量参与，推动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乡村建设。积极发挥村

级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村支部书

记大专以上学历占比从年初的 31.1%增长至 41.4%。运用“四议

两公开”等民主决策机制，动员农民群众主动参与乡村建设。鼓

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群众等参与相关规划、建设、运营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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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集体经济收入 20万以上村占比从年初的 19.7%增长至 28.6%。

三、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按照《濮阳市乡村建设行

动实施方案》（濮政办〔2021〕36号）要求，我市乡村建设要突

出乡土特色和地域特点，积极开展“四美乡村”、美丽小镇、“五

美庭院”建设，有序推进农房及院落风貌整治，预计到 2025年

年底前 30%以上的行政村能达到“四美乡村”建设标准、50%以

上的乡镇政府所在地能达到“美丽小镇”建设标准。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市的农业农村工作，不断提出新的意见和

建议。

2024年 6月 20日

（联系人：孙绪彦 电话：0393-6631912）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濮阳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