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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对标对表

“三农”工作硬任务，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成效。
做好顶层设计，着力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省乡村振兴
工作领导小组，省委书记和省长共同担任组长。建
立健全乡村振兴考核制度，引入第三方评估，推进各
市全面落实30项考核指标。2019年，共安排省以上
财政资金 572.1 亿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同比增长
5.7%，乡村振兴获得新动能。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产业融合实现新提升。

种植业结构调整持续优化，全年粮食总产量达
到 486 亿斤，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增量占全国的
40%。非洲猪瘟防控攻坚取得成效，生猪生产呈现
恢复态势。渔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农产品品

牌建设成效显著。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增长，特别是
“飞地经济”创新发展。全省 35个农业“飞地经济”
项目落户农产品加工集聚区，项目投资总额达到72
亿元。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对辽宁发展“飞地经济”
的典型经验给予表扬。

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着力整治农村生态环境，乡
村建设迈上新台阶。

开展“千村美丽、万村整洁”专项行动，年内确保
建成656个省级美丽示范村，在99.4%的乡镇、97.8%
的行政村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
系已覆盖 85.7%的行政村。实施 862个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182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项
目。建设农村无害化厕所 27.2 万座，竣工 16.8 万
座。义务植树6000万株，绿化村庄1033个。规模养
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 84.3%，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74%。开展河湖治理攻坚，颁布实施《辽宁
省河长湖长制条例》。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着力夯实农村基层队伍，人
才建设增加新活力。

重点选派 1.7 万名干部进驻乡（镇）、村，助推
乡村振兴，实现全省乡镇和行政村全覆盖。开展
县乡考录机关公务员工作，择优选拔 1.1 万余名干
部到县乡机关工作。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程，培训农村各类人才 130余万人次。深入开展农
村科技特派活动，向 59个县（市）选派 117个省级科
技特派团。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着力提升公共服务，农村民
生得到新改善。

加强农村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建
1000 个农村文化广场。省财政列支 1 亿元专项资

金支持县级融媒体建设，全省 41 个县（市）全部完
成挂牌，省级技术平台上线运营。投入 2925万元，
在 6 个贫困县实施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所有
贫困县中小学校上学期间全部实现供餐。投入
1700万元支持学校教室建设，24.5万名随迁子女和
2 万名在读留守儿童受益。启动“大病不出县”两
年行动计划，确定 18个试点县（区），统筹推进县域
综合医改。

推动乡村组织振兴，着力农村基层体系建设，乡
村治理呈现新气象。

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1616个。村级组织运行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标
准每村每年提高到10万元。深入推进“雪亮工程”，
村屯主要路口视频覆盖率达80%以上。加大邪教打
击力度，配备驻村辅警 8015人，招募农村治安志愿

者10万余人。
推动农村深化改革，着力加快各项改革任务，内

生发展动力得到新增强。
深入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颁证率达 97.7%，组织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回
头看”工作，化解问题 10万余件。国家级农村改革
试点海城市完成入市土地 132 宗，实现土地收益
1.53亿元，村级集体增加收益 2000多万元，试点经
验在全省推广。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登记
赋码的村共计 9880个，占总村数的 80%。启动农村
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依托沈阳产权交易中心，建设
覆盖省、市、县、乡四级的农村产权交易网络信息服
务平台。新增注册登记合作社 2000个，增长 2.3%，
总数达 6.8万个。8334个家庭农场录入农业农村部
家庭农场名录系统。

辽宁省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辽宁省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

开原市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
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以增进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基本前
提，以党的建设为核心，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积极探索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开展了“爱莲、咏莲、学莲、做莲”主题实践教育活动，大力推进先进文化进万家活
动。充分利用宣传栏、LED电子屏、条幅、宣传展板等载体，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等。深入开展了开原精神表述语的宣传工作，在全
社会营造了践行“向上向善向学向前”新时代开原精神的浓厚氛围。积极推荐上报学雷
锋学郭明义标兵，莲花镇糖坊小学英语教师庞梦尧荣获辽宁省岗位学雷锋学郭明义标兵
荣誉称号，八宝镇南四家子村党支部书记刘景利荣获铁岭市最美农民称号，实验小学教
师褚淑范荣获铁岭市最美教师提名奖。

开原市：先进文化进万家

沈北新区是沈阳北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重点建设区域，属东北地区特大中心城
市近郊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沈北新区以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助推经济发展，从城市
维度向城乡维度转变，将乡村放在与城市等同的战略高度，重视涉农地区的发展，发挥乡
村主动性，实现城乡资源对流。着力打造以设施完善实现城乡服务对等、以产业融合实
现城乡经济对接、以特色引领实现城乡发展对应的发展模式，进而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
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沈北新区乡村振兴、城乡共融的发展格局。

顺应区域自然格局，突出“山水林田湖”等自然地貌与人文要素的景观价值，注重北
国大地景观季相变化。全面推进村庄净化、美化、绿化工程建设。构建和完善人居环境
整治四个体系，即组织体系、工作体系、标准体系和规划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四种机制，
即投入机制、评价机制、奖惩机制和长效治理机制。2019年9月底前，87个行政村基本达
到“六有六无”工作标准，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11月底前，全区16个美丽示范
村完成创建任务，87个行政村整洁村创建达标率实现100%，确保通过省市验收，到2020
年底，全部31个美丽示范村和6个精品示范村达到创建标准并通过验收。

沈阳沈北新区：城乡融合促振兴

党的十九大以来，东港市以国家现代产业园为依托，突出发展草莓产业，积极推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趟出一条促进东港草莓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振兴之路，探索出一个“立品牌、
育市场、强产业”发展新模式。东港市是我国最大的草莓生产和出口基地，是农业农村部命
名的“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中国草莓第一县”，现品牌价值达77.5亿元。近几年，
东港草莓产业稳步高效发展，已经形成一县一业特色经济产业，打造出“一业兴、百业旺”的

“中国草莓第一县”局面。全市草莓种植面积14.8万亩，产量23万吨，产值46亿元
依托种植结构调整补贴，东港市大力发展规模化设施小区。2016-2018三年间，新

增规模化设施小区367个，新增设施内面积5073亩。连续三年实施的结构调整补贴及电
商品牌宣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设施草莓的积极性，仅2019年一年新增规模化设施
小区设施内面积达到7000多亩。

东港市：特色产业富农家

辽宁省在全国最先发现非洲猪瘟疫情，生猪生产各项指标最先开始下降，但降幅明
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近期在全国生猪各项指标平均降幅逐步增大的情况下，全
省出现降幅收窄的可喜形势，这是辽宁省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最早研究并开展复养
工作取得的成果。

今年以来，为有效恢复全省生猪生产、保障猪肉市场供应，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会议部署稳定生猪生产工作。认真落实现有政策，积极争取明年扶持政
策。安排贷款贴息资金4133万元，组织各市对去年8月1日至今年7月31日期间有流动
资金贷款的种猪场和规模猪场开展贷款贴息工作。强化生猪市场监测预警，积极指导各
地开展复养。积极引导新建生猪大项目尽早开工，指导在建生猪养殖大项目加快建设进
度，推动达到一定饲养规模的养猪企业建设生猪屠宰深加工项目。毫不松懈地抓好非洲
猪瘟防控，确保疫情稳定。

农业农村厅：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瓦房店市老虎屯满族镇马圈子村田权家庭农场，在各级党组织、业务部门的关心指
导和支持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认真贯
彻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以培育高素质农民、适度经营规模和绿色农业等
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农业，着力打造集循环农业、经济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生态田园综
合体，通过禽肉类养殖、农业综合开发、特色农场建设等，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
农业产业链延伸，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和增收机会，带动农民共同富裕。

田权家庭农场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改造荒山着手，着力提升生态
环境品质，带动生态农业发展。通过几年的开荒、垒田、整地、改良土壤、选择树苗，荒山变成
了瓜果飘香的花果山，累计种植优质品种的大枣100亩、樱桃50亩，都陆续进入了盛果期。
2016年以来，采摘水果、捡跑山鸡蛋、吃农家菜、买绿色农产品等一条龙农业生态游模式，已经
在田权家庭农场逐步启动。目前整个农场禽肉蛋和水果等各类产品年销售额已达500万元。

大连田权农场：打造生态田园综合体

大石桥市西部灌区位于大辽河最下游左岸，主要利用太子河、浑河下游水库下泄到
大辽河的水量进行灌溉。2011年以来，大石桥市围绕灌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既
实现了节约用水，又提高了水稻产量，创出了一条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路。截止到2018
年末，灌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6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是对项目区的支渠、斗渠进行衬砌，结构的断面型式为梯形断
面，衬砌的坡面、渠底钢筋混凝土板厚度均为0.1米，下设600克每平方米土工膜，可满足
冬季渠系的冻胀要求，减小输水糙率，也减少了渠系渗漏损失，提高输、配水渠系水流流
速，提高水的利用率。

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节约了灌溉用水也节约了大量的项目区耕地，同时为水稻
的适时灌溉、提高灌区水稻产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灌区水稻的高产、稳产起到示范
带头作用。大石桥市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连续三年邀请辽宁省农科院对项目区
水稻进行测产，项目区水稻单产都在 810千克左右，而灌区非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域
亩产只能达到730千克左右。通过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实施，使水稻亩增产80千克左
右，所以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水稻增产的重要途径。

大石桥市：推进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平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产粮大县，素有“杂粮之乡”的美誉。2019年通过实施杂
粮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在全县建立攻关试验区1个、核心示范区24个、辐射带动区24
个，“三区”即创建区总面积16.17万亩，实现项目区谷子平均亩产411.8公斤，高粱平均亩
产774.5公斤，亩均节本增效189.8元，全县总节本增效1.6亿元。该项目作为加快杂粮产
业发展的“助推剂”，使“建平小米”成功跻身于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名列。

建平县在创建工作中注重营造农、科、教、产、学、研全员参与、多元推广的科技氛
围。与沈阳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合作，签订技术合同，成立专家队伍，共
同制定技术方案，设置各类试验示范19项，引进杂粮优新品种102个。

在创建区大力推行“统一种植品种、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控、统一技术指导、统
一机械作业”的五统一模式和“防倒伏、防冻害、防病虫、防早衰”的四防标准，全面降低水
肥药亩均使用量，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集成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模式9套，首次引
进抗除草剂谷子新品种“天粟一号”“天粟七号”，在创建区内示范推广面积1400余亩，填
补了全县化控间苗技术空白。

建平县：创新杂粮高质高效创建模式

盘锦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前列,倾力打造全域美丽乡村升级版。
建成了城乡一体化大环卫体系，农村垃圾得到根本性治理。118个村建设小型农村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有效解决了农村生活污水随意排放污染环境难题。利用美丽乡村建设成
果，发展观光农业、民宿产业、乡村旅游，推进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农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普遍增强。

盘锦实施了以下重点工程：农村厕所改造工程，统筹考虑盘锦气候、地下水位、地质条
件、群众意愿等因素，选择通过质量检测并经过实践实验群众认可满意、性价比高的改厕模
式；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程,提高农户垃圾分类意识和参与自觉性，加强对保洁员的培训教
育和管理，加大对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监管力度，防止“源头分类、中端混运、后端
混合”等问题出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按照项目建设标准，推进管网入户等工程，全面
完成118个村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项目验收，探索建立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管理长效机制；农
村饮水保障工程，统筹全市城乡供水主管线建设，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制定农村饮水安全
保障机制和24小时供水机制，实现全市农村24小时供水；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
程，完善117家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设备建设，实施好国家畜牧大县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

盘锦市：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本版文图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宽甸县黄椅山森林公园宽甸县黄椅山森林公园。。

东港设施草莓东港设施草莓。。

沈阳沈北新区稻田画沈阳沈北新区稻田画。。

盘锦市美丽的村庄盘锦市美丽的村庄。。

辽宁乡村文化节庆活动辽宁乡村文化节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