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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台江县台盘村的乡村
篮球赛事视频在社交媒体
刷屏，网友把这场乡村篮球
赛称为“村 BA”。 这个民间
赛事直接进入国家政策视
野。 不久前，《农业农村部关
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发
布，提出“探索推广‘村 BA’
篮球赛等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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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特别要
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不仅专门拿出一节
内容部署“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还特别提出“支持乡村自办
群众性文化活动”。 从深入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到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加
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到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
易俗规范，从开展乡村阅读推广
活动到打造农民体育品牌活动，
这些重要举措将为丰富农村文
体活动、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提供有力抓手。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新
时代的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迫切要
求教育文化体育事业扩大优质
产品供给渠道，满足农民群众多
样化、 多层次的文体活动需求。
在宁夏吴忠红寺堡区，全国人大
代表马慧娟发起成立“泥土书
香”读书社，用书香凝聚乡村振

兴的精神力量； 在湖北黄石，当
地推进 15 分钟体育健身圈城乡
一体化建设，派出社会体育指导
员到村镇和农村学校送教……
各地优化乡村文体资源布局，积
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体活
动，让农民群众在“腰包”鼓起来
的同时，享受到丰富的精神食粮
和高品质的健康生活。

乡村不仅要塑形， 更要铸
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
公共文化建设进展显著，让人们
见证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厚力
量。 丰富的文体活动，还可以开
拓乡村消费的新空间，促进乡村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当前，文化
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为
新趋势，在乡村打造文体旅综合

体、 放大产业融合的溢出效应，
将成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
的支撑点。 盘活乡村文化体育资
源，强化景区带动、节庆拉动、文
旅互动，让当地群众“动”起来、
文体资源“活”起来、旅游消费

“热”起来，就能走出一条产业融
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既富“口
袋”也富“脑袋”的发展之路。

涵养健康文明的乡村新风
尚，既要注重发挥好职能部门的
带动作用和方针政策的催化作
用，也要注重发挥好农民群众的
首创精神，呵护好沾满露珠和乡
土气息的“文化秧苗”。“村 BA”
篮球赛的一个重要启示正在于，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火种，
农民群众也有自己的文体特长
和爱好，只要做好服务、加强扶
持，就能培育出有滋有味有影响
力的文体品牌。 社会多方合力也
极为重要，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
入选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表演，
乡村校园女足扶持项目“追风计
划” 帮助超过 4000 名乡村女孩
实现足球梦想， 都是多元参与、
多方合作结出的文化硕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
村， 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
村。 乡村文体活动多起来，乡风
民风美起来， 农民口袋鼓起来，
广大农民的日子一定能够越过
越红火。 （据《人民日报》）

据悉， 上述文件共 8 个部
分、32 条，主要可概括为稳供给、
抓振兴、促融合、强保障四个方
面。

稳供给即坚决守住粮食安
全底线，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 浙江明确，将实施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产运储加
消全链条节粮减损，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实施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稳定保障性蔬菜基地
面积，实施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
养殖示范区建设行动，做优做强
茶叶、水果、食用菌等特色产业。

抓振兴即坚持农业“双强”、
乡村建设、 农民共富三条主跑
道， 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让农业更强、乡村更美、农民更
富。 对此，浙江确定了相应的奋
斗目标：锚定高效生态农业强省
建设目标———深化农业“双强”
行动， 不断提高农业土地产出
率、 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
件” 目标———深化乡村建设行
动，推进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
道提升，以“千万工程”统领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锚定持续缩
小“三大差距”目标———深化农
民共富行动，持续推进强村富民
乡村集成改革，促进农民持续普
遍较快增收，加快山区海岛乡村
发展步伐。

促融合，则是以县域内城乡
融合发展为重点，加快城乡一体
化发展进程。 其中包括，提升县
城承载能力，重点是提升县城产
业平台集聚、 基础设施支撑、公
共服务保障和生态环境承载“四
大能力”，进一步发挥县城集聚、
辐射、带动作用，支撑县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千
万工程”， 重点是加快乡村产业
发展、宜居宜业、文明善治和共
同富裕“四大提升”，推动乡村加
快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民就地
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重点是完善城
乡规划建设管理、城乡要素双向
流动和城乡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等机制， 推动乡村营商环境、农
村土地制度、 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 新型农业经营体制等改革，
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此外，强保障就是以加强党
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为主抓
手， 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
针。 上述文件指出，要强化乡村
振兴要素保障和机制创新，推动
各地加大资金保障力度，补齐土
地要素供给短板，促进乡村人才

振兴， 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加强乡村本质安全建设，实现农
村稳定安宁。

今年的文件既是浙江全年
“三农”重点工作的“任务书”，
也是指导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施工图”。
浙江省委农办主任，浙江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 厅长，浙
江省乡村振兴局局长王通林介
绍，过去一年，浙江村级集体经
济总收入增长 7.5%， 年收入 20
万元以下且经营性收入 10 万元
以下的行政村全面消除；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6%，比
全国农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分
别高 0.3、2.5 个百分点；低收入农
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4.6%，
比全省农民收入高 8 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提前缩小至
1.9 以内，连续 10 年缩小。

今年浙江省委一号文件提
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 8%，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
到 1.89 以内。

王通林介绍，浙江将重点实
施好“一改革、两行动”。

“一改革”，即强村富民乡村
集成改革。 持续打好“四拳八
招”， 实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年收入 30
万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 15 万元
以上的行政村占比超 90%。

“两行动”， 即乡村点亮行
动、先富带后富“三同步”行动。
乡村点亮行动，重在加快盘活闲
置农房和闲置宅基地等资源，实
施万户农家旅游致富计划，发展
乡村庭院经济；先富带后富“三
同步”行动，重在深化新型帮共
体建设，拓展乡村振兴十大助力
行动，提升重特大疾病保障等农
村社会保障水平，推动山区海岛
县乡村高质量发展， 持续缩小

“三大差距”。
（据中国新闻网）

如何推动乡村振兴？
从省委一号文件看浙江乡村新愿景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3 月16日， 为了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浙江省
委、省政府召开了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公

开发布了《关于 2023 年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省委一号文件”），继续以省委一号文件形式指
导全省“三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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