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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农字〔2024〕17号 签发人：王庆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016号提案的答复

徐林松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乡村建设村庄一体化”的提案收悉。

现答复如下：

一、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全市着眼民生所需、群众所盼，创新实施以农村道路、

自来水、污水收集 “户户通”和弱电整治规范为主要内容的

“三通一规范”建设。2023 年度，全市新改建公路 150 公里，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1.21 万公里，20 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

路率达到了 100%，建制村通客车率 100%。全市农村集中供

水率 99%、自来水普及率 98.68%。全市完成 450 个配电台

区升级改造和 451 千米 10 千伏及以下线路新建改造，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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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100 万千瓦，全市清洁能源装机总量达

到 450 万千瓦，位居全省第三。行政村寄递物流服务通达率

100%。行政村 5G 通达率达到 100%。“全光网新乡”持续升

级，10G-PON 已实现全域 100%覆盖。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

率 73.9%。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盖所有行政村。

二、注重村庄规划编制

推动“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过去规划多由

第三方实施，村集体话语权不强、群众参与度不高。我们借

鉴“千万工程”经验，聚焦“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的目标，坚持“把规划还给乡村、把设计还给农民”，充分

尊重村民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流程变“自上而下”为

“自下而上”，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做好规划设计。在规划

过程中，采取“镇村策划、村民细化”模式，统筹群众建房、

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用地需求，编制接地气、

可承受、能实施的规划，做到既符合群众意愿，又为乡村建

设发展留足空间。按照省自然资源厅的安排，全市 3559 个

行政已全部完成村庄分类，其中，235 个村庄编制完成“多

规合一”实用性规划初步成果，其余 3324 个村按要求启动

通则式规划编制，1240 个村完成初步成果。

三、创新探索乡村建设新路径

一是变被动为主动。过去通过招投标方式推进的项目，

多由第三方实施，在设计、建设过程中部分村集体话语权不

强、群众参与度不高、项目公司设计不接地气。基层参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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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不高。现在通过市场化模式，

实行政府主导、平台运作，由村集体主动参与项目竞争遴选，

变原来的被动等待为现在的主动争取，主动拆迁违建、出具

承诺；主动组织募集资金、投工投劳；主动创造条件，积极

争取项目。二是变招标为奖补。过去涉农项目大都是通过招

投标形式实现落地的，建设成本高、效益不尽人意。现在县

里通过政府平台集采集供，压低价格，降低成本，县乡政府

给予村里一定的资金或实物奖补。在统一供料方面，采用“县

级统筹、财政出资、集体议价、集中采购”方式，为乡村免

费提供商砼、管材等；在项目争取方面，经“村级申报、乡

镇初审、监理复审、部门审核、企业供料”五级审批程序，

通过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调动乡村建设积极性；在项

目运维方面，实行“责任清单、责任追究、报损维修、费用

分摊、党建保障”五项制度。三是变独资为众筹。过去乡村

基础设施投入主要靠财政资金。现在通过市场化模式，采取

“向上争取一点、资金整合一点、县乡奖补一点、企业让利

一点、集体出资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社会募捐一点”的“七

个一点”投资方式，有效解决乡村建设“谁来投、投多少”

的现实问题。由过去单靠政府投资变为社会众筹，通过县级

政府平台公司集采集供和市场询价，可节约建设资金近 1/3，

通过引导群众投工投劳、自筹、集体出资、社会捐助、资金

整合、县乡奖补，可筹足剩余 2/3 资金，财政资金撬动社会

投资达到 1:6 以上，取得“财政可承受、集体能增收、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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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实惠、模式可推广”的良好效果。

2024年 7月 26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3696171

联 系 人：徐宁

邮政编码：453000

抄 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