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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谱写财政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篇章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党支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党成

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召

开的一次以史为鉴、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重要会议。财政部农业农村司

承担着财政支持“三农”工作这一“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的重大职责，履行

着支持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重要使命，要将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重大政治任务，努力

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财政支农工作实

效，谱写财政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新篇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

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是一篇洞察历史规律、掌握

历史主动、汇聚磅礴力量的马克思主

义纲领性文献。特别是作出“党确立    

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重大论断，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

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

有决定性意义。

按照财政部党组统一部署，农业

农村司坚持领导带头、先学一步、深

学一层，通过支委会、党小组会等多

种形式组织开展集体专题学习。结合

财政支农特点研究制定《农业农村司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工作方案》，组织编印《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材料汇编》，持续抓好经常性

学习，坚持学以致用、以用促学，全

体党员认真开展自学，推动全会精神

入脑入心，进一步增强了做好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忠明同志出席

支部党员大会，勉励全司党员干部坚

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强化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理

论武装的政治自觉、求实务实的政治

担当。通过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贯彻

活动，全司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政治机

关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

“国之大者”，把讲政治贯穿到财政支

农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为稳定农

业农村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

基本盘、压舱石和战略后院作出更大

贡献。

百年奋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锐意进取，自觉践行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

《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

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

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

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

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

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

谱系”。农业农村司聚焦百年党史中

“三农”工作关键时空节点，赓续“三

农”领域产生的北大荒精神、红旗渠

精神、小岗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精

神谱系，凝聚起财政支农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做好新时代“三农”工

作的强大精神动力。

（ 一 ）坚 持 真 理、坚 守 理 想，传

承和弘扬北大荒精神。1947 年，为响

应毛泽东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

地”的号召，伴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

一批军人来到这里，点燃了“第一把

火”，拉动了“第一把犁”，唤醒了沉睡

的荒原。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先后有 

14 万转业复员官兵、10 万大专院校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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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20 万内地支边青年、54 万城市

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义无反顾投身

于这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拓荒。几代

农垦人前赴后继，用青春、智慧、生

命浇灌黑土，让莽莽荒原变成锦绣良

田、丛生荆棘变成滚滚稻浪，形成了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

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黑土地上孕

育的北大荒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

人的优秀品质，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的生动写照，至今熠熠生辉。近年

来，农业农村司立足自身职责，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农垦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支援国家建设、维护边疆

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重要指示精神，

积极履行对北大荒农垦集团出资人

职责，支持加快改革发展。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

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的重要论断，

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推动建

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

度体系，紧紧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

害，大力支持种业振兴，推进粮食主

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生猪产能

恢复和“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切实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传承

和弘扬红旗渠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我们党组织 30 万劳动人民

苦战 10 个春秋，仅仅靠着一锤、一铲，

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长 1500

公里的红旗渠，结束了十年九旱、水贵

如油的苦难历史，形成了“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

旗渠精神。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的

红旗渠精神，激励财政支农干部以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支持推进新时代农

业水利改革发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支持科

学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规划建设，

优化完善方案，筹措建设资金，改革

工程投融资机制，支持已建成工程运

行管理和最大程度发挥效益。近年

来，农业农村司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加强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支

持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

设以及山洪灾害防治等，加快补齐农

业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农业抗灾

能力，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三）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传承

和弘扬小岗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安徽小岗村 18

户村民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立下

生死状，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

约，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大幕，形成

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大包干

精神，后来在 40 年的改革实践中，这

一精神又锻造成为“敢于创造、敢于

担当、敢于奋斗”的小岗精神。1998

年，国务院成立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

组，办公室设在财政部，通过“三取

消、两调整、一改革”，建立起以规范

化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和“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为基本框架的赋税制度。随

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极大地调动了

农民积极性，对中国农业发展具有划

时代意义。2006 年，国务院农村税费

改革工作小组及办公室更名为国务院

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及办公室，继

续挂靠财政部，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

革。2016 年以来，农业农村司发挥改

革牵引作用，牢牢把握农村集体经济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重要

实现形式，持续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建立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村级

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建设红色美

丽村庄，支持乡村建设和治理能力不

断提升，有效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

础。同时，大力支持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做大

做强，大力推进绿色循环优质高效农

业发展，有序扩大耕地轮作休耕制度

试点，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

偿机制，切实发挥农业作为生态产品

晒秋。王华斌  摄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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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供给者、乡村作为生态涵养主体

区的功能作用。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继续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

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

贫攻坚战，998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

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

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

间奇迹，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

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

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2016

年以来，农业农村司全体党员干部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部党组

工作要求，忠诚履职、锐意进取、攻坚

克难、无私奉献，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历

史征程中，做好政策供给、资金保障、

资金监管工作，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出了重要贡献。2 月 25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指

出，“我们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

作用，宁肯少上几个大项目，也优先

保障脱贫攻坚资金投入。八年来，中

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

投入近 1.6 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

计投入 6601 亿元”、“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强化扶贫资金监管，确

保把钱用到刀刃上。真金白银的投入，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大资金保

障”。2021 年 2 月，财政部农业农村司

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2020 年 10 月，被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全国脱贫

攻坚奖组织创新奖”；2018 年 10 月，

被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授予“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2021 年 5 月，被财政部

党组授予“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财政

部农业农村司全体党员干部用实际行

动充分诠释了为民服务的家国情怀、

勇于创新的历史担当、尽责奉献的工

作作风、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成为

伟大脱贫攻坚精神真实、生动的写照。

以政领财，以财辅政，永不懈怠，

一往无前，奋力谱写财政支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新篇章

《决议》指出，“党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

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

脱贫攻坚。农业农村司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发挥财政投入

“主渠道”作用，更加注重精准、可持

续，有效拓宽多元投入渠道，不断完

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持续提升政策

系统集成效应，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绩效，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

大的力量，在新时代展现财政支持全

面乡村振兴的新气象、新作为。

（一）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围绕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保持战略定力，强化底线思维，坚

决稳住农业基本盘，为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提供坚实支撑和回旋余地。正确

认识和把握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供给保

障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加强战略谋划，牢牢守住粮食安

全这个战略底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一是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

稳定并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加强对现

有政策执行效果评估，调整优化补贴

方式，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针

对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成本上升

问题，压实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责任，

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适度加强对农资

稳价保供的调控和监管。大力支持大

豆和油料产能提升，推广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提高大豆自给率。强化

对主产省和主产县的财政奖补力度，

逐步建立健全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

制，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

有发展。

二是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聚焦以种业为代表的农业科技创新、

以机械化为代表的农业产业装备、以

高标准农田为代表的农业基础设施

等，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

平。找准短板弱项，探索创新支持方

式，持续提升政策效能，真正将钱花

到该花的地方。研究实施农机购置与

应用补贴政策，优化补贴兑付方式。

坚持优机优补，支持创新创造，开展

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

加大高端、安全农机装备及农用北斗

导航终端产品支持力度，不断提升我

国农机装备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确保

产业安全和农业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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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支持防灾减灾救灾。大力支

持基于北斗的自动导航系统和终端产

品，以及高光谱成像技术的推广应用，

促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大农

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规模，积极应

对农业生产领域各类灾害影响，统筹

加强对防灾的支持 ；加大对小型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的支持

力度，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方面增

量资金主要用于小型水库水位雨量监

测预警和大坝安全监测能力及设施  

建设。

四是支持生猪等其他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科学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完善支持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结

构、区域布局和产品结构调整优化，

统筹抓好生猪等重要农副产品生产。

立足构建长效机制，善用市场手段，

加强市场调控，熨平市场周期，防止

出现大幅波动。

（二）完善落实好财政支持巩固衔

接资金政策，统筹支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围绕

过渡期从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平稳过渡的要求，统筹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底线任务和衔接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久久为功的战略任务，完善

和落实好财政支持巩固衔接各项资金

政策。

一方面，多措并举支持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严格落实

过渡期内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的要

求，保持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强

化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重的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倾斜支持。支持健

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根据监

测对象面临的致贫返贫风险精准施

策。加大对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的支

持，完善安置区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

开展产业培育和就业帮扶，帮助搬迁

群众安居乐业，融入新生活。

另一方面，统筹巩固脱贫成果和

全面振兴优化资金使用。坚持用乡村

振兴统揽和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大力支持各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补

上适用技术、冷链保鲜仓储、产销对

接等设施和营销短板，支持农业产业

强镇建设，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致富。

支持各地利用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强基

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提升

有钱办事、为民服务的能力。

（三）统筹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

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需要，有

力支持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

理。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民生切实改善、乡村提档升级，加快

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为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让高质量

成为乡村发展的鲜明底色。大力支持

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现代农业发

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

链，积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统

筹布局新创建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农业产业强镇，

突出有特色、潜力大、可持续、带动性

强，加强对产业融合项目建设的指导。

聚焦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重

点县，完善田间地头冷藏保鲜设施，

增强农产品生产供给弹性和抗风险能

力，加大对粮食和油料生产经营主体

的支持力度。大力支持农业农村绿色

发展，大力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开展

秸秆和芦苇等农业废弃物利用全产业

链综合示范应用，形成可推广、可持

续的产业模式和秸秆综合利用稳定运

行机制 ；创设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政策，

支持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及其回收再

利用，加快推广应用合格达标适用的

全生物降解地膜。

二是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

稳妥推进乡村建设。瞄准农村人居环

境的重点薄弱环节，落实资金政策，

加快补齐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短

板。因地制宜、稳妥有序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促进形成政府引导、农户欢

迎、社会参与、农民满意的良性推进

机制。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继

续开展推动红色村组织振兴建设红色

美丽村庄试点，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

乡村。

三是立足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现代化，持续改进和加强乡村治理。

继续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和

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适度加大支持

力度，因地制宜探索乡村全面振兴的

示范样板，集成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

放大改革整体效应。实施农村公益事

业财政奖补政策，以项目建设为载体

推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村基

本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落实以财政投

入为主、正常增长的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保障制度，激发调动村级组织和村

级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启动神

农英才培养计划，着力推动乡村人才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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