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乡村振兴好青年心得体会 乡村振
兴青年说阅读心得体会(汇总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记录心得体会对于
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乡村振兴好青年心得体会篇一

“小厕所，大民生”，农村厕所是乡村生态振兴中的短板。
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厕所革命”，___年，中央累计投
入82.7亿元，改造农村厕所2103万户，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到了74.09%。根据规划，到20xx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要达到85%。目前，我国正在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
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问到心目中的乡村生态振兴是个啥样子的时候，李连成
说：“村子前面的小河干净了，山清了，绿色生态就是乡村
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要落实生态发展理念。刘永好表示，美丽中
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底色，要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农村
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增强农业生态
产品供给，提高农业生态服务能力，推进乡村自然资本加快
增值。

要实施农业的绿色发展。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首次提出
农业绿色发展“三不、两零、一全”的总体目标，就是耕地



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地下水不超采，化肥、农药
使用量零增长，秸秆、畜禽粪污、农膜等农业废弃物全利用。
同时，从资源利用、产地环境、生态系统、绿色供给等方面，
将总体目标细化为到20xx年的具体目标和到2030年的远景目
标。

宋洪远表示，乡村生态振兴要在农业主体功能与空间布局上
下力气，建立农业生产力布局、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利用管控、
农业绿色循环低碳生产等制度和贫困地区农业绿色开发机制。
要在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上下功夫，建立耕地轮作休耕、节
约高效农业用水等制度，健全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
要在产地环境保护治理上完善制度，紧扣农业投入品和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建立工业城镇污染向农业转移防控
机制，健全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减量使用制度，完善秸
秆、畜禽粪污等资源化利用制度，建立废旧地膜和包装废弃
物等回收处理制度。

乡村振兴好青年心得体会篇二

xx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
针，坚持这个总方针，就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这一总方针的提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现在，对标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乡
村振兴还有许多硬任务需要完成。比如，从近期来看，就要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
任务，实现农民人均收入比20xx年翻一番，等等。必须采取
超常规举措，付出超常规努力，坚决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
到实处，“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公共服务、干部配备等
方面采取有力举措”。

乡村振兴，从脑中“一张蓝图”到眼前“一幅实景”，离不
开强有力的资金支撑。把“真金白银”投到农村，既是对城



乡发展历史负责，也是对乡村振兴未来的担当，无论是社会
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十分可观。必须坚决破除支持“三
农”“不划算”的错误政绩观，真正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
先保障领域，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不断增加、支农
效能不断提高。

我国城乡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源要素配置失衡，长
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放大了城市的虹吸效应，使农村发展处于
严重的“失血”、“贫血”状态。必须强化制度性供给，推
动资金、管理、技术、人才等要素更多配置到农村去，让
人“流”入乡、留在乡，让钱“流”进村，让地“活”起来，
为乡村发展强筋健骨、输血造血。

农村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落后是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民生问题，也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直观的.体现。必须增强补
短板意识，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人居环境
等方面优先安排，构建起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让农民
更好更多享受到国家发展红利。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与在城市工作相
比，在乡镇和村一级工作的干部往往“待不住、留不住”。
要优先考虑党的“三农”事业大局需要，在干部配备和使用
上树起“优秀干部到农业农村战线去，优秀干部从农业农村
战场来”这个风向标，引导八方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好青年心得体会篇三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建设新型村级文化场馆，
营造新型农村文化业态，是在农村推行文化惠民工程的新思
路、新举措，是繁荣乡村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步骤。

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打造新的文化产品，加强对
农村地区民族民间特色文化资源和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带
动特色手工艺品制作、传统文化展示表演和乡村文化旅游等。



实施乡村绿化美化工程，要保障绿化美化用地。各级政府在
制定乡村振兴规划时，要加强国土与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之
间的协调，在配置乡村土地资源时，至少要留出不低于30%的
生态用地用于乡村绿化。村庄整治增加耕地获得的占补平衡
指标收益，通过支出预算统筹安排支持乡村绿化美化。鼓励
以宅基地腾退、盘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方式，为发
展绿化美化以及森林旅游等实施点状供地。

乡村绿化美化要与发展林业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相
结合。应以林业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在推进乡
村绿化美化的同时，努力打造地域特色突出、品牌效应显著
的林业特色产业。

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推动建成一
批带动能力强的林业特色产业基地。

 

乡村振兴好青年心得体会篇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
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统
筹推进“无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的重大战略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
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

国家社会历史进程告诉我们一个规律：“无商不富，无工不
强，无农不稳”。农业作为一个国家最基础的产业，它发展
的水平高低关系到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也是决定人民
幸福度和满足感的重要指标。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严重，缺
少劳动力进行生产，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依靠科技创新，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道路。



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求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步是农业
现代化的基础，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在西部地区，
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业生产人力投入过高。大力发展科技
创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普及，打通了农村孤岛融入现代
经济的通道，让偏远乡村同外部世界实现了历史性的互通。
信息技术、现代物流等技术手段，有效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
现代医疗技术不断提升农民健康水平，新一代生物技术、新
材料等的发展，为乡村真正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
保障。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在农村创造一个让人才发挥才
能的舞台，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深化加大农村人
才体制的改革，出台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支持和鼓励我们的
大学生、返乡农民工、成功人士回到自己的家乡进行创业，
鼓励他们在我国的农村地区进行创新性的工作，能有效的激
发出我国农村的内生活力。同时，也要培育一批有文化、爱
科学、懂技术、敢创新的新农民，为农村生产提供高素质的
劳动力，保障人力需求，也是十分必要的。

乡村振兴是一个伟大的课题，它是脱贫攻坚的升级版。成功
与否，关系到我们人民的根本利益，创新发展技术，打破常
规思维，树立大局观念，埋头艰苦奋斗，相信我们一定会夺
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

乡村振兴好青年心得体会篇五

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放在首位，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要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
品牌化，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
向提质导向，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提
高农业质量、效益、整体素质。

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观光农
业、农村电商，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积



极引导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业就业，
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可持续发展；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
行动，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重点解决农产
品销售中的突出问题，健全农产品产销稳定衔接机制，加快
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

要重点发展富民产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保底分红、
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处理好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生产的关系，坚持
把小农引入到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上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

要树立起先进农村人才观，构建农村人才新格局。

实施农村人才重点工程，践行人才工作理念，发挥人才兴农
富农的积极作用，推动乡村振兴步入新时代新局面。

建强农村人才队伍，重在狠抓落实。

首先，盘活人才队伍，提升“土专家”“田秀才”实用型队
伍科技含量；

其次，根据市场发展所需，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人才队伍；

三则根据农村产业发展所需，引进高端人才队伍。建强三支
人才队伍，为“三农”发展持续做出贡献。

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下大力气抓好各方面的投入。

体制机制要优化，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扫清障碍；

财政资金投入要加大，为盘活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提
供有力保障；

师资队伍要选好配强，各地需针对农村人才培训，组建一支



高水平师资队伍，为持续不断培养人才、提升人才队伍档次
加强培训指导、夯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