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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良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宜农复〔2019〕7 号

宜良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县政协九届三次全会第 10 号委员

提案的答复

陆宇、李丹伶、陈宗慧、陈勇等 18 位代表：

您们在宜良县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

出的《关于加快我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建议》，已由县人

大法工委转交我局办理，现就建议内容提出如下答复意见：

一、重塑乡村基层组织：

结合宜良的基层党建的实际，县委组织部编制了《宜良县推

动乡村组织振兴专项工作方案》。对标中央、省市对农村基层党

建的最新要求，重点实施“十项工程”：农村政治建设工程、农村

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工程、农村“领头雁”和村级后备力量培养工程、

农村党员“先锋引领”工程、村组干部教育培训工程、农村基层政

治生态净化工程、乡村组织振兴品牌创建工程、农村党建引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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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组织工程、农村集体经济强村工程、农村基层党建保障工程。

内容上涵盖了农村基层党建的方方面面，做到了具体、实在、能

操作、能实现，避免空泛，脱离实际。在“十项工程”中，结合实

际，具体细化了：到 2022年，打造 2个以上乡村组织振兴示范

乡镇（街道）、20个以上乡村组织振兴示范村（社区）、50个

以上乡村组织振兴示范小组，完成 60个党建示范点创建，完成

858个农村党支部规范化达标创建，争取上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项目 12个 600万，每个村（社区）培养 2至 3名 35岁以下

优秀人才作为村级后备力量等一系列指标数据，确保专项工作方

案目标明确，任务具体。同时，每项工程都明确了牵头部门、责

任单位及完成时限，保障每项工作都有人抓落实。

二、重塑乡村文化自信

为使我县乡村公共文化设施、队伍、活动、投入得到全面保

障，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全面提

高，县委宣传部结合实际，编制了《宜良县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专

项工作方案（2018-2022）》。方案以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加

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传承发展优秀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夯实

农村专业文化人才队伍、提升农村教育教学水平、加强农村科普

培训等 6 大类 25 项具体工作为重点任务。其中，提出要健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行动计划，推

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现镇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全

覆盖。按照省市“十三五”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到

2022 年，完成全县 8 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16 个文化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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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全面达到新标准。其中：2019 年完成 3 站 30 室，2020

年完成 1 站 69 室新建或改扩建任务。实施农村文化广场——“百

姓舞台”提升工程，建设符合农民群众需求、实用性强的农村文

化广场设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广场文化活动运行机制。增加公

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深入推动宜良县“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包”建

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开展宜良本土特色节会

活动，推动形成“一区一品牌，一地一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

加强资源整合，积极开展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艺演出、

免费送戏下乡等活动。

三、大力扶持乡村产业

农业农村局编制了《宜良县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专项工作方案

（2018-2022）》，以发展一批优势特色明显的乡村产业，培育一

批带动能力强、市场占有率大的知名品牌，打造一批科技含量高、

发展前景好的产业创新平台为总体目标。重点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突出特色产业优势,二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实施质量

兴农战略,四是推动三产深度融合,五是强化经营体系建设,六是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七是拓宽投资融资渠道,八是畅通产品流通

渠道。

四、大力打造生态宜居乡村

一是积极推进农村垃圾综合治理。建立健全符合各乡镇实

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2020 年，实现全县农

村生活垃圾采用自建卫生填埋或焚烧发电的方式处理，严禁露天

焚烧、未经防渗处理随意填埋，取缔二次污染严重的简易填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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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环保不达标的小型焚烧炉。深入开展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

推广环境卫生整治“四包一保”制度，继续推进和规范“四个十

元”经费筹集、管理、使用工作，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推进马街

镇、九乡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作，力争村庄生活垃圾转运

至城镇处理覆盖率达 35%。2022年，50%以上的村庄实现农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二是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合理确定规划布局，

按照统筹城乡生活污水处理、统筹改水改厕的原则。2020年，

建设北古城集镇片区、北羊街片区、南羊街片区、九乡乡集镇污

水处理厂，实现建制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实

现 489个自然村（含 2018年 380个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自然村污水有效治理率达到 60%。2022 年，全县村镇（含

自然村）污水有效治理率达到 100%，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监督管理，保障污水治理设施长效运行，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

放得到有效管控。加强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接，实

现镇村两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达标、全覆盖。

三是全面提升改善村容村貌。综合整治农村突出环境问题，

完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生态宜居、设施完善、保障有力的农村

宜居新环境。2020 年，持续推进“七改三清”工作，开展以脏

乱差治理、人畜分离、垃圾污水处理、村庄绿化为重点的环境突

出问题整治，整治村庄公共空间、庭院环境和各类架空管线，严

格管控宅基地新建农房面积、高度，消除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2022 年，全面加强村庄绿化，重点突出乡村道路、河道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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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绿化、房前屋后绿化，兼顾村庄面山绿化及村庄四周林带建

设，实现乡村绿化率达 31%以上，10个以上行政村达到绿色生

态村庄要求。

四是创建美丽乡村试点示范。按照“美丽宜居型、提升改善

型、干净整洁型”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创建类型，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村创建任务。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谋划、注重特色、试

点先行的原则，在交通沿线、景区周边、城市周边，连片打造产

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多功能融合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重点片区，每年打造 10个示范村。2018—2020年，

创建市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宜居型村（社区）22个、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改善型村（社区）33 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干净整洁型村（社区）56个。以民族团结示范乡（镇）、村（社

区）创建和“九进”活动
〔5〕为抓手，力争耿家营乡、九乡乡创

建成昆明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2022 年，通过示范引领、抓

点促面，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五是高标准编制村庄规划。宜良县（含规划区范围内）共有

自然村 782 个，其中城镇融合村 70 个，一般村 221 个，中心村

42 个，基层村 449 个。按照《宜良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

（2017-2030）》文件要求，一是城镇融合村并入所在城镇统一规

划，不单独编制村庄规划；二是中心村、基层村全部编制村庄规

划；三是一般村逐步引导搬迁、合并，不单独编制村庄规划。按

照编制要求，应编制 491 个村庄规划，其中中心村 42 个，基层

村 449 个。应编已编 185 个（中心村 34 个，基层村 151 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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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性要求编但已编 31 个（其中城镇融合村 23 个，一般村 8 个），

共完成 216 个村庄规划；正在开展 35 个（其中中心村 2 个，基

层村 33 个），因村组特殊需求，编制了 4 个不硬性要求编的一般

村 4 个，正在修编 12 个；硬性要求编，还需开展编制 271 个（其

中中心村 6 个，基层村 265 个）。

五、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结合宜良县实际，县委组织部《宜良县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专

项工作方案》。提出要培育一批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

以培养带头致富、带领致富人才为重点，打造一批生产能手、经

营能人和能工巧匠式的乡土人才，努力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

会经营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依托农业类职业学校，实施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工程，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以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和骨干为重点，分类

型、分层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专

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引导具有实践经验的电子商务从业者从城

镇返乡创业，鼓励电子商务职业经理人到农村发展。每年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 200 人以上，到 2022 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800 人

以上。培养一批乡村电商人才。组织开展宜良县“互联网+”精

准扶贫农村电商人才培训工作，实现县、乡、村三级覆盖，把农

村电商人才培养作为人才工作的重点来抓，培育和壮大电商人才

队伍。每年完成 100 名左右农村青年、种养殖大户、电商从业人

员培训，形成一支熟悉电商业务，善于打开农产品市场销路的专

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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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汉雪梅 联系电话：15198759195

宜良县农业农村局

2019 年 6 月 12 日

（共印 8份）

抄送：县政协办、县政府办。

局班子成员。

宜良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19年 6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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