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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江苏省委一号文件发布30条重点工作

高水平建设农业强省这样干

2023年11月4日，江苏南通，通州区石港镇大面积水稻迎来丰收 视觉中国供图

江苏以占全国 1.1%的国土面积、占全国
3.2%的耕地，生产了全国5.5%的粮食，不但
端稳了江苏8500多万常住人口的“饭碗”，更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2月22日，江苏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落实农业现代化走在前重大要求有力有
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内容（以下
简称“一号文件”）。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江
苏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2个省委一号文件。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一号文件锚定“在
推进农业现代化上走在前、高水平建设农业强
省”目标，聚焦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
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明确了着力提高粮食
综合产能、大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业
全产业链建设等7个方面30条重点工作，并力
求在更多领域、关键环节率先实现突破。省农
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
厅、省财政厅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
并回答记者提问。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赵丹丹 卢河燕

2024年粮食总产量将达752.1亿斤

“长期以来，江苏‘三农’工
作基础扎实、成效明显，呈现出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的良好局面。”江苏省委副秘书
长李荣锦列举了一组数据：江苏
粮食总产量连续 10 年稳定在
700 亿 斤 以 上 ，2023 年 达 到
759.5 亿斤的历史新高；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488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07:1；
乡村建设迈出新步伐，农村民生
持续改善。但对照高水平建设
农业强省目标，也还存在一些短
板和弱项。

李荣锦表示，一号文件明确
提出了“稳产、增收、四提升”的
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稳产，就

是切实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坚持稳面积、增单产
两手发力。确保全省今年粮食
播种面积8124.9万亩，粮食总产
量752.1 亿斤，深入实施主要粮
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良
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
集成创新，促进大面积均衡增
产。”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永
久基本农田“非粮化”。加大对
全国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试点工作支持力度，高标准农
田建设省级总投入不低于上
年。能繁母猪存栏量稳定在
120万头左右，规模养殖场保有
量稳定在5000家以上。

“今年将把着力点放到大面

积单产提升上来，集聚良田良种
良机良法，组织实施粮食单产提
升行动。”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
视员巫建华表示，一是高标准农
田建设与有机质提升行动，二是
重大品种攻关与普及推广行动，
三是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推进
行动，四是重点技术突破与集成
应用行动，五是规模经营发展与
专业化服务行动。

增收，就是切实增加农民收
入。一号文件提出四方面举措，
一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
业。二是大力支持农村地区创
业。三是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四是深入实施富民强村帮促行
动。

“四提升”，就是提升乡村产
业发展水平、农业科技与装备水
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
平。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
产业。一号文件明确，着力构建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做好做足

“土特产”文章，鼓励每个农业大
县至少培育1个10亿元以上特
色产业。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加快农业与旅游、文
化、教育、健康、体育等产业深度
融合，持续举办“苏韵乡情”休闲
农业系列推介活动，培育 10个

休闲农业精品区。深化拓展“水
韵江苏”品牌内涵，持续办好省
乡村旅游节、“绿美江苏生态旅
游”系列推介活动。

“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全
省 195 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
点村共接待游客近800万人次，
旅游消费总额25.1亿元，按可比
口径同比2023年春节假期日均
增长 52.8%和 48.3%，展现出巨
大的发展潜力。”省文化和旅游
厅副厅长拾峰表示，下一步，将
大力发展“美丽乡村+”休闲、非
遗、民宿、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

打造一批以运河风情、滨海湿
地、江畔休闲、江南水乡、竹海茶
田等为主题的乡村旅游集聚
区。大力推广农文旅融合成效
突出村镇的有效做法和经验，积
极打造田园文化艺术、旅游风景
道、村跑、村BA、主题研学等乡
村旅游新业态。用好省级文旅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旅游发展基
金，对乡村旅游龙头示范项目给
予重点支持。举办贯穿四季、覆
盖全省、展现节气民俗特色的主
题活动。

发展“美丽乡村+”非遗、民宿新产业新业态

在提升农业科技与装备水
平方面，一号文件要求，支持农
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深化支
持南京国家农高区建设、南京
国家农创中心建设，支持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办好
科技小院、亚夫科技服务站。
加快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支持生物育种钟山实验室和作
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利用全国重
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先进农机
装备创制应用。推进智慧农业
发展。

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赵建
国表示，一是着力在加强农业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上下功夫。二

是着力在加强种源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上下功夫。三是着力在
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示范应用上
下功夫。“比如，推动长三角农业
科技成果交易中心高效运行，示
范应用农业科技新品种、新技术
和新装备200项，加快农业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

一号文件对提升乡村建设
水平作出相关部署，新建1000
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建140
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新建和改
造提升绿美村庄310个，新建农
村生态河道4000公里……

一号文件还明确有序推进
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新改
建农村公路2000公里，更新改
造农村供水管网1800公里，持

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省自然资源厅一级巡视员

李如海表示，2024年，将按照高
水平完成规划发展村庄所在行
政村规划全覆盖、全省乡村面
上规划管理依据全覆盖的目
标，重点做好加强村庄发展分
类引导、高质量做好村庄规划
编制实施、提高村庄设计水平
等三方面工作。

新建100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推进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
基础。一号文件明确不断完善
乡村治理体系功能，强调重点抓
好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促进乡村
振兴、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丰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等工作。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公永刚
表示，一是做好凝神铸魂的文
章，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二是做好服务群
众的文章，更好满足农民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让全省22281个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真正用起
来、活起来、强起来”。三是做好
传承弘扬的文章，促进乡村文化
繁荣兴盛。四是做好城乡融合
的文章，共同建设形神兼备的
新时代“鱼米之乡”。

建设形神兼备的新时代“鱼米之乡”

培育产业振兴带头人，打造“乡村工匠”

新农人是乡村振兴的人才
支撑。一号文件明确，大力培
育“新农人”队伍。培育乡村产
业振兴带头人“头雁”400 人。
分层分类培育高素质农民 15
万人。“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创
业就业专项培训 1 万人次以

上。加快培养乡村规划、设计、
建设、管理专业人才，打造“乡
村工匠”。

江苏还将选优派强驻村第
一书记，锻造政治过硬、知农爱
农、业务精湛、群众认可、堪当
时代重任的“新农干”。

财政政策方面，一号文件明
确，优化多元投入机制。加强涉
农资金项目监管和绩效管理。
切实落实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
业农村比例政策。推动“财政金
融支农16条”政策落实。

省财政厅副厅长倪国强表
示，2024年，省级财力预算安排

“农林水”支出 216.37 亿元，同

口径增长 13.1%。加上通过土
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等，省
级财政安排的支农预算总额达
335.2 亿元，较上年增长 31.96
亿元。省财政将进一步调整优
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省级补助政
策，全面取消产粮大县资金配
套要求，所需建设资金全部由
省以上财政承担。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动政策落实
加快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