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成就展示】

回顾2016年，全市“三
农”战线广大干部职工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
委关于“三农”工作的系列
决策部署，始终把“三农”
工作作为全市工作的重中
之重，推动全市“三农”工
作实现“十三五”开门红。

脱贫攻坚

首战首胜 捷报频传

去年，我市坚持把“三大片区”作
为主战场，把北川、平武和全市丘区
脱贫攻坚示范区作为主阵地，聚焦

“六个精准”、聚力“四个一批”，全年
落实帮扶资金10.2亿元，减贫3.64万
人、摘帽贫困村73个。

其中，梓潼县“1+5”生态循环产业
扶贫模式入选2016年四川十大改革转
型发展案例；三台、北川扶贫工作被中
央电视台专题报道；平武“旅游+生态+

产业”扶贫模式受到省领导肯定。

农民收入

保持态势 稳定增长

认真落实农民增收县市区党政
“一把手”负责制，积极培育农民增收
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2016年，全市实现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3504元、增长 9.3%，居全省
第5位、比省平均高2301元。其中，北
川、平武还被评为全省农民增收工作
先进县。

现代农业

提质增效 加快发展

围绕“做大规模、做优品质、做响
品牌”目标，不断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加快发展。

据统计，去年全市新建成高标准
农田 37.45万亩。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达到445家、实现销售收入416亿元，
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2960个，家庭
农场总数达到 1960个，全市休闲、康

养等农业经营主体达到 1427家，营
业收入达到 21.48亿元。培育农村电
商经营主体 3420个，本地农产品网
上交易额达到12.9亿元。

绿色发展

多措并举 成效明显

大力实施“沃野绵州”现代生态
循环农业工程。全市主要农作物绿色
防控覆盖率达 27.8%，专业化统防统
治覆盖率达44.5%。

深入开展“大规模绿化绵州”行动，
完成营造林面积32.9万亩。去年9月，
绵阳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加快推进武引二期灌区、开茂水
库、沉水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
成水利投资20.15亿元，新增有效灌面
10.8万亩，解决21.8万人饮水安全。

“四好”新村

加快建设 扎实推进

大力实施扶贫解困、产业提升、
旧村改造、环境整治、文化传承“五大

行动”，扎实推进北川、平武、梓潼3个
省级幸福美丽新村示范县和 101个
省级扶贫新村项目建设，全面推进
省、市、县三级“四好村”创建。

2016年，全市新建幸福美丽新村
961个，累计建成 1546个；成功创建
省级“四好村”109个、市级“四好村”
311个，10个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

农村改革

多点发力 取得突破

加快推进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
证和交易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农
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农村产权
抵押融资改革，全市农业农村改革取
得突破性进展。

其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规范化管理与服务等 10余项改革试
点示范顺利推进，绵阳被列为全省唯
一供销社“三位一体”改革试点市；全
市农村集体土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基本完成，累计流转耕地113.43万
亩、林地235.9万亩。

三台麦冬产业基地三台麦冬产业基地

【2017年重点工作展望】

展望2017年，全市“三农”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将牢牢把握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紧扣“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目标，坚
持把“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把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作
为根本途径，切实激发农村各类资源要素潜能，不断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农村增绿，推动农业农村发展迈上新台阶。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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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时下的绵州大
地，农业农村工作正呈现出一派喜人景象。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
推进之年，也是落实市第七次党代会
部署的开局之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奋力
推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谈及今年打算，市委农工委主任陈伟
铿锵有力地告诉记者。

深耕农村改革“试验田”
激发农村发展新动力

得益于农村体制改革，三年前，江
油市贯山镇高新村全面完成了土地确
权登记工作。去年年初，该村 18户农
户以土地入股的方式，与北京渔美康
公司共同养殖 500亩大闸蟹。年底，这
些养殖户户均增收近3万元。

而高新村的发展，仅是我市深化
农村体制改革助农增收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市农村体制呈现出渐
次展开、破浪前行的壮美景象——

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多权同
确”，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扶持和
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探索农
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
转，构建农村土地流转长效机制；积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土地产出
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引导土
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同时，综改区建设、农村产权抵押
贷款等一系列任务持续深化，农业农
村改革之路蹄疾步稳。目前，综改区实

施各类项目 110 个，规模流转土地
8000余亩，新发展农业经营主体115个，
2481人实现脱贫解困。

稳步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和发
展农民资金互助，加强金融政策、财政
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解决“三
农”发展存在的资本不足、信用缺失等
突出问题……

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农村电商助农增收

45岁的周训林是江油市新安镇黑
滩村村民，也是黑滩村电商综合服务
点负责人。每天，他都会为乡亲们在网
上代销代购商品。

“以前我是一个电脑盲，现在却成
了网购达人。”周训林笑着说。水果经
过包装后，将通过黑滩村电商综合服
务点连接的“江油江豆网”卖出去。

现如今，农村电商已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的新生力量。

去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进农业转型
升级，积极鼓励发展农村旅游、农村电子
商务、农村社会养老等，促进农民增收。

在“以创新激发红利”的路子上，
我市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
持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做大“旗舰型”
企业，落实好扶持专业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发展的政策措施。去年，全市新增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24个，市级以上专
合组织25个，家庭农场860家。

要实现代农业发展之基，农业标
准化和品牌化建设尤为重要。

为此，我市突出抓好农业标准质
量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产品溯
源可追述体系建设；支持龙头企业、专

合组织开展“三品一标”和涉农商标注
册认证，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档次；重点
培育打造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在
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农产品品
牌，铸造绵阳特色农产品的“金质名
片”，提升市场竞争力。

业兴家富人和村美
美丽新村加快建设

白墙灰瓦，飞檐翘角。游仙区柏林
镇洛水村村民周世强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一家能住进漂亮的乡村别墅：农
家小院掩映在一片梨树、枇杷树中，庭
院前种植着时令蔬菜。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是广大
绵阳农民的共同心愿。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市紧紧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按照“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基本要
求，以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和文明村镇创
建为抓手，推进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

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为主要
内容的“四好村”创建活动。

如今，像洛水村这样的聚居点在我
市遍地开花。我市坚持科学规划，以县为
单位编制“一总四规”，即一个总体规划，
基地建设、新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四个专项规划。

坚持产村相融、成片推进，实施扶
贫解困、产业提升、旧村改造、环境整
治和文化传承五大行动，采取新建、改
造、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加大力度解决
无房户、危房户、住房困难户的基本住
房问题；鼓励和支持旧村落改造和保
护，积极推行“小、组、微、生”建设模式。

2016年，全市建成幸福美丽新村
961个。涪城区中龙村、盐亭县梨园村
等 109 个村被命名为 2016 年度省级

“四好村”……
站在 2017年新起点，全市“三农”

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怀揣着更大的梦
想，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幸福美
丽新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新局面的
道路上，砥砺奋进，阔步前行！

业兴家富谱华章业兴家富谱华章 人和村美奔小康人和村美奔小康
———我市—我市20162016年农业农村工作综述年农业农村工作综述

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

□周杨 本报记者李灵越

农业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强。
2016年，我市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和

全面小康目标，以创新发展引领农业转
型升级、以协调发展促进幸福美丽新村
建设、以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
开放发展提升农业质量效益、以共享发
展实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全市农业农
村工作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

数据显示，去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13504 元，同比增长
9.3%；新建成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155个，
面积 205.25 万亩；建成幸福美丽新村
961个，109个村被命名为 2016年度省级
“四好村”……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和省、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
精神，确保高标准完成 3.2971万农村
贫困人口精准“脱贫”、176个贫困村

“摘帽”、北川退出年度脱贫任务。
认真落实《绵阳市 2017年脱贫攻

坚工作要点》《绵阳市 23个扶贫专项
2017年实施方案》等扶贫专项方案，
坚持以目标、问题、结果为导向，精心
组织实施方案。

精准实施“四个一批”行动计划，
把住房保障作为首位要求，把易地扶
贫搬迁、危房改造作为重点工程，确保

贫困群众早日住上好房子；强化造血
功能，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确保每
个贫困村都有1个实体经济组织、每户
计划脱贫户都有1项增收产业或实现
1人就业；完善输血机制，加大重点群
体帮扶力度；强化失血救助，切实解决
计划脱贫户因病因学致贫返贫问题。

统筹推进片区内外脱贫攻坚，在
扎实抓好平武、北川片区县脱贫攻坚
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片区外小区域
贫困和“插花”贫困问题，统筹推进山
区、丘区、坝区脱贫攻坚工作，确保不
落下一户一人。

脱贫攻坚
——让3.2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重点盯紧抓牢推进主攻方向农村
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
新财政投入方式、深化供销合作社综
合改革、完善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
机制 5项改革任务。并作为我市今年
农村改革的主攻方面和工作重点，力
争在全省率先取得突破。

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
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
化水平；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治

理结构，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力争
今年全面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创
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撬动金融和社
会资金更多投向农业农村；深入推进

“三位一体”改革试点，建设优质农产
品交易供销体系；加大盘活农村存量
建设用地力度，完善新增建设用地保
障机制，将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
标确定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

农村改革
——主攻五项重点改革任务

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落实中央、省
委、市委“一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

“做大规模、做优品质、做响品牌”目
标，大力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
农产品供给体系。

统筹调整产业结构，将6个重点产业
和10个主导产品作为我市农业调结构转

方式的重要遵循和主攻方向，着力培育优
质生猪、优质禽蛋等优势产业带和涪城麦
冬、优质蜜柚等集中发展区；大力坚持质
量兴农，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健全农产
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做优农产品
品牌；着力提升“绵阳造”市场份额，通过
品牌效应不断提升现代农业经济效益。

现代农业
——聚焦六大产业十大主导产品

今年，要进一步强化领导力量和
工作措施，强力推动我市幸福美丽新
村建设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继续对照创建标准和考评指标，大
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四好村”创建工
作，确保建成幸福美丽新村400个，力争
全市 15%以上的村创建成省级“四好
村”，25%以上的村建成市级“四好村”。

通过深入推进扶贫新村建设，防

止农民因建房而负债致贫；通过科学
规划引领，推进城乡一体规划布局；
通过优先开展一村一品村企对接，
让龙头企业把贫困村带动起来；通
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农民群众养成文明礼貌、勤俭节
约等好习惯，形成爱党爱国、自力更
生等文明风气，激励广大农民群众积
极建设美好家园。

“四好”新村
——建成幸福美丽新村400个

把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
入重点，突出抓好生态、水网、田网、路
网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完成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推动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加快落地；进一步完善高
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以坝区格田化、丘
区梯格化、山区梯田化为主要模式。今
年要建成高标准农田31.39万亩、高标
准农田绿色示范区6万亩。

水利设施建设。围绕“再造一个都
江堰灌区”的核心目标，加快推进武引
二期灌区、开茂水库、沉水水库等重点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确保今年全市新
增有效灌面1.2万亩。

农村道路建设。深入开展农村公路交
通建设攻坚大会战，启动实施一批资源
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加快实现油路到
乡、硬化路到村、连组入户路畅通，全市今
年要改造提升县乡村道1300公里。

公共服务设施。以推进农业机械
化为重点，整体加强农业物质装备建
设；全面落实“两免一补”政策，继续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免费午餐计划；
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完善大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
度；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因地制宜
发展清洁能源；推进农村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加快实施“广播电视户户通”
和“宽带村村通”工程。

基础设施
——建成高标准农田31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