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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委农办〔2023〕5 号

中共忠县县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3年全县乡村治理

重点工作清单》的通知

县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企事

业单位：

现将《2023 年全县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清单》印发你们，请结

合实际抓好落实。

中共忠县县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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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县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清单

一、加强乡村治理工作统筹协调

1.优化完善乡村治理工作专班，健全党建统领的自治、法治、

德治、智治“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牵头单位：县委农办、

县乡村振兴局）

2.根据《关于推动健全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乡村治理的实施意见》，压实乡镇（街道）、各部门责任，推动

强镇带村。（牵头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3.充分发挥县乡村治理联席会议统筹协调作用，定期召开联

席会议、联络员会议，加强工作统筹、工作交流，建立政策、数

据、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乡村治理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

问题。（牵头单位：县委农办）

4.选树宣传一批乡村治理先进典型，打造一批乡村治理示范

交流点。（牵头单位：县委宣传部、县乡村振兴局）

5.将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工作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考核和

政策激励内容。县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关成员单位

每年报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时，要将乡村治理工作情况

作为重要内容。（牵头单位：县乡村振兴局、县委农办）

6.探索建立健全乡村治理评价体系，完善县级乡村治理示范

创建标准，科学客观衡量乡村治理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基层、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能力。（牵头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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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大乡村治理政策激励、示范村镇创建、创新试点等政策

和资金支持力度，统筹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乡村振兴示范镇

村等建设。（牵头单位：县乡村振兴局、县农业农村委）

二、抓好乡村治理试点示范

8.强化比学赶超，聚焦乡村治理重点任务、重大事项等开展

赛马比拼，突出示范引领，鼓励和引导各乡镇（街道）、村、社开

展试点探索，及时总结推广乡村治理最佳实践案例。（牵头单位：

县乡村振兴局）

9.结合千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行动，在市级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乡镇开展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融合发展试点。（牵头单

位：县乡村振兴局、县农业农村委）

10.做好全国第三批、市级第四批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推荐

申报工作，迎接第一、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复核工作。

协助第三批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开展乡村治理试点示范项目

申报，落实相关补助政策。（牵头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三、深化推广应用乡村治理“积分制”

11.加强“积分制”指导把关，坚持依法依规、群众主体、问

题导向、因地制宜，确保“积分制”持续健康推进。引导拓展全

县积分应用领域，力争年底前全县 357 个行政村（涉农社区）“积

分制”推广运用全覆盖。（牵头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12.创新积分载体平合，实现“积分制”对象覆盖全部常住居

民。建立健全积分体系，积分内容全面、标准细化量化、申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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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过程公开、评价办法健全、兑换规则清楚。建好管好积分超市

并做到“六有”，即有固定场所、有统一招牌、有明码标价、有

管理制度、有发放台账、有专人管理。开展积分奖品兑换，更好

调动居民参与村社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牵头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四、全面推广应用乡村治理“清单制”

13.推动各乡镇（街道）把“清单制”作为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的重要手段，结合实际优化完善权力清单、自治清单、协助清单、

证明清单、服务清单、负面清单等“六张清单”，规范村级组织

运行，减轻基层负担。（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委、县乡村振兴局、

县民政局）

14.采取“一支一策”的方法，抓好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

全面推行村（社区）重大事项决策“八步”工作法。（牵头单位：县

委组织部）

15.派强用好乡村振兴指导员、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开

展“擂台比武”等活动，强化派出单位“三捆绑”联村帮扶。（牵头

单位：县委组织部、县乡村振兴局）

五、探索推进乡村治理“院落制”

16.印发指导意见，探索推行“院落微治理”；在村社建立网

格体系，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牵头单位：县乡村振兴局、县委

组织部、县委政法委）

17.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及村（居）民代表议事会、

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一约三会”作用，广泛开展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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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互助活动。（牵头单位：县民政局）

18.采取政府领办、集体创办、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探索推

进农村老年食堂建设。（牵头单位：县民政局、县农业农村委）

19.发展庭院经济，丰富院落治理内容。（牵头单位：县农业

农村委）

20.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推广村民说事等创新经验，充分

调动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构建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牵头单位：县民政局）

六、积极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

21.研究制定推进“党建+网格化+数字化”实施意见，推进

“互联网+政务”向农村延伸，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网格化管理、精

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水平。（牵头单位：县委组织部、县科技局、

县政务事务中心）

22.大力推广乡村治理数字化创新经验，支持“小院家”等乡

村治理数字化试点示范。（牵头单位：县科技局、县移动公司）

七、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

23.深化“枫桥经验”忠县实践，推广新立“老潘工作室”和

基层治理“四单”运行机制，建强网格员、调解员、志愿者等工

作队伍，主动上门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牵头单位：县委政法委、县民政局、县

司法局）

24.加强农村社会治安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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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农村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牵头单位：

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

25.抓好新阶段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进一步推动医疗

配置资，完善农村医疗救治体系。（牵头单位：县卫生健康委）

八、树立乡风文明新风尚

26.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十抵制十提倡”，创新用好村规民约

等手段，持续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专项治理，弘扬敦亲睦

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的乡风民风。（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委、

县委宣传部）

27.开展“美丽乡村健康跑”“村晚”“村歌”等活动，打造

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活动品牌，增加富有农耕趣味、体

现和谐和顺和美的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牵头单位：县文化

旅游委）

28.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推动村史研究和村史馆建

设，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乡村历史人文资源。（牵头单位：县文化

旅游委）

九、抓好乡村治理干部能力提升

29.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实施腾讯“新农具计划”等形式，

开展乡村治理人才业务培训。（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委）

30.适时组织到乡村治理成效明显的区县学习考察，进一步解

放思想、创新思路，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牵头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31.编印乡村治理文件资料，建立乡村治理政策资料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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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库。（牵头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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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忠县县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4月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