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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梅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主要指标 

分类 序号 主要指标 单位 
2017 年

基期值 

2020 年

目标值 

2022 年

目标值 

比 2017年

增加值 
属性 

产业

兴旺 

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万吨 106.72 >108.33 >109.63 — 约束性 

2 高标准农田面积 万亩 113.67 151.12 179.2 65.53 约束性 

3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 — >70 >72 — 预期性 

4 农业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2.68 3.61 3.94 1.26 预期性 

5 农业土地产出率 万元/亩 0.097 0.116 0.124 0.027 预期性 

6 农产品加工与农业总产值比 — 0.098 0.117 0.131 0.033 预期性 

7 三品一标产品数 个 543 576 602 59 预期性 

8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 亿人次 0.28 0.4 0.45 0.16 预期性 

生态

宜居 

9 村庄绿化覆盖率 % 25 30 32 7 预期性 

10 美丽宜居村达标率 % — ≥45 ≥70 — 预期性 

11 村庄保洁覆盖面 % 100 100 100 0 约束性 

1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 — >40 >60 — 预期性 

13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69 75 >75 >6 约束性 

14 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 % 89.87 100 100 10.13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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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序号 主要指标 单位 
2017 年

基期值 

2020 年

目标值 

2022 年

目标值 

比 2017年

增加值 
属性 

乡风

文明 

15 
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

率 
% 61 100 100 39 预期性 

16 县级以上文明村和乡镇占比 % — 95 100 — 预期性 

17 

常住人口规模 4000 人以上的

行政村举办规范化普惠性幼

儿园比例 

% 80 >83 >85 >5 预期性 

18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占比 
% — 11.0 12.3 — 预期性 

19 
农村初中专任教师本科以上

学历比例 
% 86.39 >87 >90 >3.61 预期性 

治理

有效 

20 

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

任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

村占比 

% 69.6 95 95 25.4 预期性 

21 有村规民约的村占比 % 99 100 100 1 预期性 

22 村庄规划覆盖率 % 30 100 100 70 约束性 

23 建有综合服务站的村占比 % 43 50 ＞80 ＞37 预期性 

24 集体经济强村比重 % 0.84 0.97 1.18 0.34 预期性 

生活

富裕 

25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37.6 34.9 33.1 -4.5 预期性 

26 城乡居民收入比 -- 1.74 1.58 1.47 -0.27 预期性 

2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1.54 2.0 2.3 0.76 预期性 

28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82.3 86 88 5.7 预期性 

29 
具备通行条件的建制村通客

车率 
% 90.74 100 100 9.26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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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梅州市村庄分类指引 

类  别 范  围 推 进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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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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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质量兴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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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  农业绿色发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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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  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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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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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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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  农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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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  乡村旅游开发与特色小镇建设工程 

（一）连线连片乡村旅游开发工程 

以开展“建设乡村聚落景观，创建百个特色美丽村庄”行动为抓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选择具有一定产业优势和人口居住规模、公共设施基础较好、运行维护机制相对健全的连片行

政村，重点沿重要交通干线、围龙屋群等有文化历史底蕴、生态宜居乡村、南粤古驿道、旅游

景区、绿道、邻省交界处周边，连线连片营造乡村聚落景观，推进客家特色乡村建设，打造具

有梅州标识性的乡村风光带，突出梅州乡村旅游的“窗口效应”，推进乡村旅游连片开发工程。

到2020年打造10条省级精品乡村旅游线路，30条以上市级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建成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2个，特色旅游小镇4个以上，乡村旅游示范村60个，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

地1个，四星级以上民宿、农家乐各50个。 

（二）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培育工程 

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充分挖掘利用梅州柚、嘉应茶、客都米等优

势产业，结合客家文化、红色文化和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等禀赋优势，以科学规划为引领，明

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色，培育社区功能，建设形成“产、城、人、文”四位一体有

机结合的一批特色小镇。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小镇、文化旅游小镇、地方工艺小镇、健康养生小

镇等特色小镇。鼓励中心镇、专业镇、生态乡镇、历史文化名镇等建制镇，立足特色鲜明的产

业形态，提升产业带动能力，建设一批有一定人口规模、带动乡村振兴能力较强、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美丽特色小城镇。重点指导以手工艺为主导产业的兴宁市熙和湾花灯小镇和以健康养生

为主导产业的玖崇湖温泉小镇，争取打造成国家A级旅游景区。到2022年，力争创建6个以上省

级特色小镇；培育创建10个左右市级特色小城镇。 

（三）培育“客家菜师傅工程”农家乐和特色“美食村”建设工程。 

推广乡村本土特色美食。到 2022 年，培育“客家菜师傅工程”农家乐 100 家，梅州市特色

“美食村”3-5 个。 

（四）制定乡村旅游开发资源目录工程 

落实梅州市关于民宿、农家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出台《梅州市

“美食村”管理办法与评定标准》文件。制定乡村旅游开发资源目录。做好旅游行业扶贫。完

善乡村旅游“八小工程”服务配套，努力创建国家 3A 级以上乡村旅游景区。培育百个乡村旅游

示范点，创建乡村旅游特色精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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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  乡风文明创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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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3  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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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4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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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5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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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6  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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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7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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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8  乡村公共服务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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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  农村精准脱贫攻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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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0  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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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1  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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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2  乡村振兴金融支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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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3  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主要任务 部门分工 

1 规划目标监测考核评估 市发展改革局、市统计局牵头 

2 
统筹城乡发展空间，优化乡村发展布

局，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市委农办牵头，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等参与 

3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行动 市农业农村局主抓 

4 质量兴农工程 市农业农村局主抓 

5 农业绿色发展行动 市农业农村局主抓 

6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计划 市农业农村局主抓 

7 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主抓 

8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行动 市农业农村局主抓 

9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市农业农村局主抓 

10 农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林业局分别负责 

11 乡村旅游开发与特色小镇建设工程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发展改革局主抓 

12 乡风文明创建工程 市委宣传部主抓 

13 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工程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抓 14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升行动 

15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16 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计划 
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市文明办、市民政

局、市司法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分别负责 

17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水利局、市商务局等分别负责 

18 乡村公共服务提升行动 

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等

分别负责 

19 农村精准脱贫攻坚行动 市扶贫工作局主抓 

20 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提升工程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主抓 

21 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行动 
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农业

农村局主抓 

22 乡村振兴金融支撑行动 市金融工作局主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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