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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类）

广农函〔2023〕14 号

广汉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市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115 号建议的

答 复

王登金委员：

您在市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农业乡村振兴发

展的建议》第 115号建议收悉。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农业农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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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对您提出的关于农业乡村振兴发展的建议进

行了认真研究和办理，现将办理结果向您答复如下：

一、加快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乡村规划建设。加快推进镇级片区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编制完善，推进有条件、有建设需求的村以片区为单元编制

村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将村庄规划纳入村级议事协商目录。贯

彻落实《德阳市乡村风貌导则及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严格管控

乡村建设，立足乡土特征和地域特点提升村庄风貌，防止大拆大

建、盲目建设。

（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用好三星堆的热度和影响，带动

全域发展，打造一批乡村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提升“桃花节、垂

钓季、小龙虾节”等乡村旅游活动，优化更新桃花山、易家河坝

等景区设施，引入文化研学、农耕体验、精品民宿、康养休闲等

业态，创建省级及以上乡村旅游重点镇村 1个、德阳文旅名村 9

个，争创天府旅游名镇、名村、名品、名宿等系列名牌 1—2个

以上。完善电商（物流）服务体系，加快“县、乡、村”三级物

流体系建设，新增镇村社三级物流网点 20个，实现“消费品下

乡、农产品进城”。

（三）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力推广“一镇一业”“一

村一品”发展模式，培育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实施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排头兵”工程，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做大做强，争创省

级农产品加工助推乡村振兴重点企业 1家。加强预制菜产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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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摸排，推进以连山回锅肉为代表的预制菜产业迅速发展。

加快向阳镇火锅公园规模化打造，推进以火锅产业链为主体的食

品产业基地项目建设。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空间布局，推进

仓储保鲜设施建设。推进农贸市场规范化建设。

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一）深化农业农村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探索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30

年试点。深入推进农村产权领域改革创新，探索农村产权融资抵

押贷款服务，持续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村闲置农房使用

权流转等7个品种的农村产权交易。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成果，认真落实《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实施方案，

全面规范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

“小农户”振兴计划，构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

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业体系。到2023年底，全市家庭

农场、市级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达1433家、58家和555家，

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150万亩次。

（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持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和村庄清洁行动，探索长效管护机制。加强农

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向阳镇、三水

镇及金雁街道3处大件垃圾处置场建设。自2019年全域推进“厕

所革命整村推进”项目以来，我市共安排各级资金4109.05万元，

建成农村地区无害化卫生户厕25742余座，2023年新改建农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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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卫生厕所任务5300户，农村卫生户厕普及率达80%。实实在在

减少了农村地区过去污水横流，路面无法下脚的尴尬境地，农村

地区人居环境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农户文明如厕习惯明显增强，

提高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

示范工程”项目，80%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启动实施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探索厕所粪污、畜禽粪污、易腐烂垃圾、

有机废弃物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

（三）积极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严格按照培育指标及创

建标准，成功创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省级先进镇 2 个、示范村

12 个，成功创建德阳市级先进镇 4 个、示范村 18个，打造“干

净整洁院落”70个，通过打造成功一批省、市乡村振兴示范镇村，

完善了镇村基础配套设施、产业发展进一步齐全，带动了农民增

收。

（四）加强宣传动员和社会引导。立足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瞄准乡村振兴工作亮点，充分发挥本地主流媒体积极引导舆论的

作用，加强矩阵宣传，在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多维度基础

上，进一步结合 5G、云直播等技术，多元化、矩阵式地展现了

广汉乡村的新变化，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各平台推出相关信息

60余条，引导宣传农民参与 5000余人，2023年在全域推广巩固

乡村垃圾专项治理攻坚行动 2个月，下发了《关于做好乡村“全

域无垃圾”常态化治理日常巡查工作的通知》；2023 年召开了

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现场培训会 2次，召开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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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动员会 1次，动员群众参与 5000余户。

三、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

（一）稳定粮食生产。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以责任

落实推动工作落实、政策落实，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天

府粮仓”高产高质高效核心示范区建设，推进“五员共护天府粮

仓”体系建设，推广应用粮食高产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开

展“吨粮田”创建，打造粮食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片2个。推广轮

作休耕种植油菜，完成新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林下套种大

豆5000亩。优化粮食扶持政策，实施水稻、小麦、玉米完全成本

保险，三大粮食作物保险覆盖率达70%以上。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集中打造小麦良种繁育基地2.2万亩。持续推进农业种植

园地优化改造，建立巩固撂荒地整治成果长效机制。加强粮油储

备管理，严格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完成粮食播面66.1万

亩、总产32.09万吨任务。深入开展粮食节约行动，推进全链条

节约减损，坚决刹住浪费粮食的不良风气。

（二）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结合“天府良田”建设攻坚

提质十年行动计划，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完成

2022 年 0.7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启动 2023 年 1.4 万亩高标准

农田提质改造，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三网”配套的高

标准农田。严格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财政补助政策和建设标准。

健全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机制。扎实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加快骨

干渠系和支斗农渠系配套建设和现代化改造，完成《广汉市农田



—6—

灌溉发展规划》编制。推动“十四五”规划的 2个大型灌区续建

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同心支渠和流水支渠项目）启动实施。

加快金鱼镇石亭江右岸水毁堤防修复、连山镇沱江（绵远河）左

岸涌泉村段防洪治理等工程建设进度，建设“水美新村”2个。

（三）加强农业科技支撑。加强与省农科院、四川农业大学

等科研院校合作，加快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示范推广水

稻、小麦、油菜等新品种、新技术 5项以上。加大农机购置补贴

力度，开展农机作业补贴，拓展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加强“科

技兴村在线平台”“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建设，不断健全科技服

务体系。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加强北斗农机作业终端

等农业新科技应用，推进南丰镇新协和智慧农业、连山镇智慧果

园灌溉等示范展示区建设，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同比

增长 1.5%，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8%以上。

（四）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兽药、饲料和

饲料添加剂、肥料等农业投入品，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

动，持续开展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和

豇豆农药残留等专项整治行动。推动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制度，推进“广汉缠丝兔”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建设，确保

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

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

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您对以上答复有什么意见，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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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在《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上及时反馈我们，以便我们进一

步改进工作。

广汉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 5月 22日

（联系人：苏鹏程，联系电话：5234890，联系地址：广

汉市南昌路 2段 35号，邮编：61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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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人代工委，市政府办公室。

广汉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 5 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