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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夏邑县突出规划引领，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发展特色产业，以“三链
同构”提升农业效益和竞争力，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中心任务推动共同富裕，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
关键抓手建设美丽乡村，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县。

夏邑牢牢把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聚焦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统筹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保障工作机制和政策体系平稳过渡、循序渐进，全力推进农业农村各项重点任务落实。

夏邑：围绕总要求 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本报记者 韩 丰

夏邑县太平镇三姓庄村貌。 夏天 摄

夏邑县李集镇回乡创业青年王纪委夏邑县李集镇回乡创业青年王纪委，，流转土地流转土地300300多多
亩亩，，打造绿化苗圃基地打造绿化苗圃基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丰韩丰 摄摄

夏邑县火店镇班集村村民在加工婚庆工艺品夏邑县火店镇班集村村民在加工婚庆工艺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丰韩丰 摄摄

夏邑县太平镇龙夏邑县太平镇龙
河湾社区风景如画河湾社区风景如画。。

刘守良刘守良 摄摄

夏邑县北岭镇万亩西瓜让百姓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夏邑县郭店镇杨吕庙村村民在桂柳鸭
业分拣鸭苗。蛋鸭养殖已成为该县乡村振
兴重大产业。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夏邑县胡桥乡陈营村大力发展富硒水稻，打造农业发展新优势。本报记者 韩丰 摄

稳定粮食生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确
保粮食稳面积、稳产量、提品质。巩固粮食生产核心产区地位，抓
好 30万亩国家区域性（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新建高标准农
田面积18万亩。

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城区周边精准设施农业园区、高新农
业科技展示园区、休闲观光农业园区。发挥“夏邑西瓜”“夏邑白
菜”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优势，培育高质量、高效益现代农业产
业集群。加快推进现代化中药材产业园建设，争创国家级西瓜标准
化种植示范区和省级白菜标准化种植示范区。因地制宜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鼓励本籍人才“归巢”，支持夏邑籍
企业家、专家学者、技术能手、高水平教师、大学毕业生、农村实
用人才等回乡投资兴业、就业创业。加大新型职业农民、致富带头
人培养力度，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全年培育现代高素质农
民1000人、绿色证书培训3000人、实用技术培训10万人（次）。

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成果。持续开展厕所革命专项行动，新改造无害化卫生厕
所0.6万户。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一批乡镇政府所在地污
水处理厂，争创国家级生活垃圾治理达标县。重点围绕自然村道路
硬化、村内巷道硬化，确保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要继续改善
农村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健全社会养老、文体
健身、休闲娱乐等设施，让农民群众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均等化公共
服务。

持续开展“千万工程”示范创建，深入实施村庄清洁和乡村绿
化美化，创建“美丽小镇”示范乡镇7个、示范村100个、“五美庭
院”2万个。实施“百千万”农田防护林工程，完成农田林网90万
亩，创建“森林乡村”48个、森林特色小镇1个、国家级森林康养
基地1个，林下经济面积达到10万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
施扶贫项目240个、完成投资2.9亿元。

完善基础配套。稳妥推进夏砀快速通道建设，配合做好引江济
淮配套工程。实施“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完成农村公路通村入组
工程80公里，构建更加完善的交通出行网络。加快推进5G重点场
景应用，基本实现乡镇、农村热点区域全覆盖。启动金黄邓闸、南
黄楼闸、黄庄闸重建工程以及虬龙沟与废运河连通工程。推动农村
电网提档升级，升级改造配电台区32个，新建和改造10千伏及以
下线路 51千米。开工建设一批农产品保鲜储藏冷链设施，增强农
产品竞争力，从源头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问题。

做精做优特色优势产业。围绕“小蘑菇撑开致富伞、大西瓜圆
了致富梦、打火机照亮致富路、中国结架起致富桥、桂柳鸭唱响致
富曲”和“农村电商编织致富网、智慧农业催开致富花”的5+2产
业发展格局，发挥特色产业和优势资源，打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增长极。打火机制造业。进一步完善产品研发、零配件制造、产
品组装、外贸出口产业链，积极研发生产新一代打火机产品，打造
成为全国最大的打火机集散地。家居板材制造业。提升发展中高密
度板、异形板、木地板等板材，培育发展高端家居制造，打造国家
级林业产业示范园区。手工艺品制造业。着力推进宫灯、旗穗、刺
绣、中国结等传统手工艺品提升发展，规划建设手工艺品交易展示
中心，打造全国重要的特色手工艺品生产基地。

着力乡风文明建设。要大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知识，推进移风易俗，倡
导勤劳致富。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
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不断
提高乡村善治水平。

加强组织建设。注重抓好“三链”建设（党组织建在产业链、
党员聚在产业链、农民富在产业链），运营扶持好村集体经济项
目，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施“把农民培养成新型
职业农民，把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村干部，把
优秀党员干部培养成村支部书记”的“四步培养法”，破解制约基
层干部队伍建设的瓶颈，打造一支乡村振兴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