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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A

是否同意对外公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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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农村服务供给，扎实推进服务设施建设

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畅

通乡村发展“微循环”，2022年获评全国“四好农村路”建设市域突

出单位。实施“村村通客车提质工程”，全市行政村通客车率达到

100%。实施丹江水进农村工程，全市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

普及率均达到 99%，饮水安全达到 100%，南乐县入选全国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典型案例，我市被省列为城乡供水一体化试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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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全面改善农村地区办学条件，5个县

全部成功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不断健全，全市共建设乡镇卫生院 75个、村卫生室 3133个，

5个县全部挂牌成立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在全省率先实现县域紧

密型医共体建设市域全覆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极大提升，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覆盖率 100%。快递进村覆盖率达

到 88%。

二、关于重塑乡村文化生态，拓展村级集体产业类型。进一

步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乐享新时代”周末音

乐汇、“中原文化大舞台”、“惠民文化节”、舞台艺术送基层、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等活动。开展“乐享新时代”周末音乐汇活动 200

余场次，惠及群众近 20万人次。开展濮阳市中原文化大舞台活

动，组织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22场，文化广场公益演出 15场，演

出上座率 100%，线上线下受惠群众 25万余人。组织舞台艺术下

基层惠民演出 749场，惠及群众 20余万人次。利用电影深入开

展文化惠民行动，组织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32153场次。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做大

做强农业主导产业。按照区域化、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要

求，积极发展优质小麦、优质水稻、果蔬、畜禽养殖、食用菌、

花卉等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引导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管

理等各种要素向优势区域和优势产业集聚，构建产业发展平台。

突出抓好濮阳县优质强筋小麦、清丰县食用菌、南乐县肉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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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优质稻米、台前县肉鸭等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大力培育发展

乡镇特色产业，争取每年创建成功 1个国家产业强镇，尽快形成

区域产业优势，着力打造我市优势突出的主导产业基础。多元化

挖掘乡村文旅产业。积极探索“特色产业+旅游+电商”融合发展新

路径，不断壮大生态循环经济，借助乡村振兴推进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通过打造以农带旅、以旅促农、农旅结合的农旅电商融合

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积极推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与电子商

务深度融合。利用东森电商产业园等企业资源优势，强化线上推

广，打造“互联网+智慧旅游”发展新模式，将我市特色旅游产品

推上线，拍摄短视频和旅游攻略等多方位立体式宣传，让我市葛

营村、姜庄村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乡村美景为天下所知。

三、关于完善规划管理体系，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科学编制乡村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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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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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探索建立财政补助、村集体补贴、农民

适当付费的运行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

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推动建立生活垃圾污水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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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健全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健全农村人居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管护制度，推动农村厕所、生活垃圾污水设施设备运

行管理和村庄保洁等一体化运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行系统化、

专业化、社会化运行管护，探索将城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项目整

体打包，实行一体化建设运行管护。

四、关于建设乡村人才队伍，缓解人口结构化倾斜。

为满足乡村振兴对人才的紧迫需求，破解乡村人才少、引进

难、培养慢问题，立足用好现有人才资源，市县两级持续选派专

家人才，到乡镇一线担任产业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教学“三大

指导员”。“三大指导员”下基层，积极为基层服务，在增加产业

发展后劲的同时，也增长了自己的才能，为我市储备了更多的人

才。围绕整村推进的思路，着眼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特征、

劳务输出优势，按照“参训农民+专家教授+课堂培训+基地实训+

创业指导+政策扶持+跟踪服务”集成培育模式，全市累计培育各

类高素质农民 9694人。

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希望继续对三农工作给予支持。

2024年 6月 20日

（联系人：朱佳佳 电话：0393-8154616）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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