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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聚焦八个重点 实施八项工程

———2025 年山西“三农”工作重点解读

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

回首 2024 年，全省“三农”领域上下

同心、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充裕，牢牢

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脱

贫攻坚成果得到持续巩固拓展。 一产增

加 值 完 成 1392.48 亿 元 ， 实 际 增 速

4.0% ，高于全国 0.5 个百分点；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741 元， 实际增

速 6.1%；全省粮食总产量 293.74 亿斤。

各类产业帮扶项目带动农民 473 万人，

其中脱贫人口 217 万人。 出台生鲜乳购

销合同补贴、肉牛奶牛贷款贴息等 8 条

支持政策，肉牛奶牛养殖产业发展压力

进一步缓解。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解决好吃

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今年， 站在新的起点， 山西省聚焦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施粮食单产提升

工程。 通过切实抓好有机旱作集成技术

示范推广、 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等措施，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筑牢经济行

稳致远的“压舱石”。 将在 11 个县实施

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在 20 个县开展玉

米、小麦、大豆、油菜整建制单产提升行

动，开展规模主体单产提升和吨半粮田

创建。 重点推广“膜侧播种 +”“浅埋滴

灌 +”、“一免五增”艺机一体化、小麦玉

米两晚两增、耕播优化水肥精量、“探墒

沟播 +” 等集成技术。 今年超长期国债

安排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集中向 15 个国

定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安排。

今年是过渡期的最后一年， 山西省

聚焦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实施巩固

衔接提升工程。 将进一步优化监测帮扶

机制、突出抓好产业和就业帮扶、深化

重点区域帮扶，不仅要持续消除监测对

象的返贫致贫风险 ， 守好守牢底线任

务，更要站在更高的历史维度上，将常

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与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有机结合。 实施脱贫劳动力高质

量务工就业行动， 发挥“吕梁山护工”

“榆社古建工匠” 等特色劳务品牌引领

作用，通过劳务市场和就业服务机构等

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引导脱贫劳动力外

出务工。 支持就业帮扶车间发展，规范

公益性岗位管理，吸纳带动脱贫劳动力

就近就地就业。 确保全年脱贫劳动力务

工就业规模稳定在 95 万人以上。 深入

开展易地搬迁安置区可持续发展行动

和搬迁群众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抓好搬

迁社区治理， 促进搬迁群众稳得住、有

就业、可融入，逐步能致富。

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

2024 年，山西省坚持学用“千万工

程”经验，一体谋划推动乡村产业、乡村

建设、乡村治理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迈

出坚实步伐。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不竭动力，

它不仅关乎经济的增长，更关乎乡村社

会的全面进步。 今年山西省聚焦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水平，实施特优产业壮大提

升工程。 落实好省政府支持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发展十项政策、新注册农产品

精深加工企业设备购置补贴等政策，培

育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

头部企业。 强化“用品牌占领市场、引领

生产”的理念 ，千方百计用品牌营销打

造“爆品”，助力更多农产品走出去。 畜

牧业要提质增效，果菜渔要加快发展设

施，重点在大同、运城、临汾等地支持新

建一批工厂化设施渔业养殖场。 在抓好

传统产业的同时培育休闲农业等新产

业新业态， 持续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不

断挖掘乡村多元价值。

农村人居环境关系到村民的生活质

量、身体健康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

山西省聚焦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 将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一体谋划、一体实施，推进“千村示

范、万村提升、全面整治”；更加注重村庄

规划设计，开展规划师下乡活动，分类推

动和美乡村建设， 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 今年以城郊融合型村庄和黄河、

长城、 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驿站所在

村庄为重点再建设 300 个以上精品示范

村、2500 个左右提档升级村。

乡村治则百姓安， 乡村稳则国家

稳。 乡村治理重在持续深化、成风化俗，

实际工作中要找准着力点，扎实推进。

今年， 山西省聚焦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实施乡风文明建设工程。 持续推进

农村移风易俗、积极推广务实管用乡村

治理方式，繁荣乡村文化 ，弘扬新风正

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持续深化

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大操大办、厚葬薄

养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 持续开展乡村

治理骨干人员培训，依托高素质农民培

育工作，创新培训模式 ，切实提高治理

人员素质能力。 创新运用积分制、清单

制、数字化、接诉接办等方式，持续提升

乡村善治能力和水平 。 办好乡村广场

舞、村 BA 等“村字号”群众文体活动，提

振农民群众精气神。

坚持科技创新和深化改革

双轮驱动，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想要实现生产力的跃升，需要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地制宜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2024 年，全省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3.5%， 超过全国水

平。 山西省专家技术服务、重大技术协

同推广计划被中宣部评为全国科技文

化卫生“三下乡”优秀团队、示范项目。

今年山西省聚焦强化科技驱动，实

施科技创新效能提升工程。 扎实推进农

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强化

农业技术推广。 省里启动实施了 5 大领

域 31 个攻关项目，包括杂粮基因编辑、

农牧核心种源培育、丘陵山区智能农机

装备等。 今年要在种业、农机装备、农药

兽药、农产品加工、肥料、饲料等领域，

选树 30 个左右的农业科技企业， 分类

建立科技优势企业库。 加快育种联合攻

关， 加速高产优质晋系新品种培育，支

持种企做强做大， 建好农作物制种大

县、 畜禽核心育种场和水产原良种场，

真正让农民群众看到良种、 用上良种。

管好建强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加快

重大引领性技术、粮油主推技术、转基

因作物种植技术等先进科技成果熟化

转化和落地应用。

改革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法宝。

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

今年山西省聚焦强化改革驱动，实

施强村富民促进工程。 当前，山西省正在

推进 4 个整县、10 个整乡镇、40 个整村

二轮土地延包试点，下一步，还将扩大试

点范围，谋划整省推进有力举措。 因地制

宜发展土地流转型和服务带动型等多种

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健全便捷高效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托管，支持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促进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规范提升

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发展水平， 推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

增收挂钩。 扶持 760 个左右的行政村实

施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稳健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

关键。 今年山西省聚焦强化农民增收举

措，实施联农带农致富工程。 通过政策

促动、就业带动、产业拉动，不断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 省里出台含金量极高的支

持脱贫人口增收 30 条措施和支持低收

入县农民较快增收 14 条举措。 要求各

地大力推广好以工代赈做法，吸纳当地

农民就地就近参与建设 ， 增加务工收

入。 省里还将研究出台小麦种植每亩叠

加补贴 120 元政策，增加农民种粮收益。

蓝图已绘就，实干续新篇。 2025 年，

全省“三农”领域干部群众将以更高的

政治站位、更实的工作作风 、更足的干

事热情，主动作为抢农时 ，全力以赴务

农事，以蛇行千里的精神奋力推动全省

“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据《山西日报》）

已经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王

润梅，在履职中越发熟练，也越发忙碌。

工作中，她是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

管理中心道路排水保障二所党总支书

记、副所长，水道三组组长。 2 月中旬的

太原还是湖面封冻 、寒风扑面 ，而王润

梅却忙得热火朝天。 2 月 17 日，她又把

班组成员召集起来到辖区走访，与社区

代表探讨交流，修改完善建议。

“虽说我们离不开洋镐、叉子、铁锹

这老三样工具， 但也需要在工作当中不

断创新。 ”“我了解到，深圳福田区已经启

动了人工智能设备，使用专门的探测器就

能看到井里淤堵的情况，一个小爪子就能

干了两个人的活儿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 ”“我通过前期的一些调研已经草拟

了一个关于加大对市政行业设备更新的

建议，我回去再好好整理，争取把这个建

议带到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

王润梅始终秉持初心，一次次深入

调研，一遍遍修改建议，履职尽责，为民

代言。 雨污分流是她一直牵挂的事情，

经过反复调研打磨，在 2014 年第一次提

出雨污分流的建议。“十几年间，我从未

停止过对雨污分流这项工作的推进，去

年全国两会上，我提出关于推进雨污分

流源头治理的建议，7 月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还给我回复，要指导各地因地制

宜实施雨污分流工作，强化运行维护管

理。 ”王润梅说。

基于 30 多年的市政一线工作经

验，王润梅认为，城市雨污分流工程是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重要举措， 对改善城市水环境至关重

要。“2012 年以来，太原市全力推进城市

雨污分流工作进程，仅 2024 年度，太原

市建成区范围完成 228 条合流制管网道

路改造，消除合流管网 85.8 公里，完成

管网混接、 错接节点改造 3166 处……”

这些数据 ，王润梅记得清清楚楚 ，如数

家珍。

在采访王润梅的过程中，她总说一

句话：“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灌缝缝、

补坑坑、修盖盖’，拿着洋镐叉子在大街

小巷掏泥 ，虽然苦虽然累 ，但我就想这

样踏踏实实沉下心，用我自己的一些努

力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 ”

（闫书敏）

全国人大代表王润梅：沉下心，扑下身，让城市更美好

【今年经济工作这样干】

2 月 8 日，山西省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局长会议召开，会议围绕今年省委、省政府明确的农业农村领域主要指标任务

和重点工作，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农业农村形势，安排部署今年“三农”工作。

“今年全省‘三农’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深化农村改革

为牵引，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全力

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具体就是要聚焦八个重点，实施八项工程。”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

京民表示。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