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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中心领

导与相关科室人员深入农业生产和农

村工作一线，常态化开展调查研究，形

成了《托管兴农：吕梁市农业生产变革

之路》《规范宅基地 赋能新农村——吕

梁市农村宅基地情况调研报告》《地有

所属 民有所依——吕梁市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情况调研报告》

《吕梁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服务机

构队伍基本情况调研报告》《吕梁市集

体经济收入偏低村调研的总体情况分

析报告》《吕梁市村级集体债务分析报

告》等一系列理论成果。

组织相关科室收集整理近年来关

于农村“三资”管理、农业生产托管、农

机化发展、农村承包地确权、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培育、农村宅基地制度 6个方

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工作流程、典

型案例等，形成一套六册的“三农”工作

工具书，供基层“三农”干部查阅，让“三

农”干部开展每一项工作都能找到政策

依据，准确理解、把握、落实政策。

扎实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指导，为农

村改革奠定了牢固的工作基础，农村重

点改革任务试点工作交出“满分卷”。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

试点村中阳县乾村 354 户全部完成承

包合同签订；中阳县枝柯镇启动了整乡

镇试点工作。在中阳县实施宅基地改

革基础信息调查试点项目，探索形成了

一批符合吕梁实际的有效经验，为全市

铺开改革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展望 2025年，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

中心将按照中央、省、市对“三农”工作的

安排部署，以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为目

标，抓好服务“三农”的工作主线，全力做

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提升、农业社

会化服务扩面提质增效、农机装备补短

板、深化农村改革试点等重点工作，建成

覆盖广、功能全、效率高的现代农业服务

体系，显著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推

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党建铸魂强农 五维聚力绘就现代农业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 ”景
——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2024年工作综述

2024年，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坚持党建引领铸魂，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
严管“三资”护航集体经济，盘活做优集
体资源；社会化服务筑基增效，激活现
代农业新动能；加快补齐农业机械现代
化短板，赋能现代农业新质生产力；锻
造现代农业铁军；调查研究先行，指导
基层深化农村改革，五维协同发力，激
活全市现代农业发展强劲动能，绘就吕
梁现代农业新“丰”景。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凝聚力量，打

造一支始终心系“三农”的先锋队伍。

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始终重视

理论学习，把党员干部理论学习作为终

身课题，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

为各项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认真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等制度，建立健全领导班子成

员领学、党支部促学、集中研学、党员自

学“四学联动”机制，组织中心组学习 18
次，专题研讨 10 次，支部集体学习 23
次。将党建活动与业务工作、驻村帮扶

等工作相结合，创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2次，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5次。

始终重视“三农”队伍建设，创建良

好的晋升机制，选贤任能。单位参公

后，迅速启动了科级干部提拔和参公人

员职务职级并行，提拔正科级干部 9名，

副科级干部 9名，完成了 16名参公人员

职务职级并行，解决了因机构改革造成

的干部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拓宽了人

员晋升渠道，激发了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完成了党总支、党支部、工会换届，

强化组织战斗力和党建引领力。

始终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和各

类党组织活动，加强集体学习、警示教

育、日常提醒、谈心谈话，开展警示教育

14次，完善机关党建和日常管理制度 50
项，编印了“吕梁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机关管理制度汇编”，用制度管人，把

权力和职责约束在制度管理之下，创造

了人人有事干、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

的良好工作氛围，打造了一支热爱“三

农”、心系“三农”、奉献“三农”的先锋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农

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

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

上科技的翅膀。”

持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着力补

齐农机装备短板，打造一支现代化、高

效化的农业生产精锐力量。

高质量实施省级农机化推广项目，

创建农机化新技术、新装备推广示范点 8
个，建设 2个粮食产地机械化烘干设施装

备示范点，实施杂粮全程机械化作业补助

1.4万亩。争取市级宜机化改造项目资金

900万元，在 7个县改造面积 6000亩。规

范使用中央和省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6855万元，补贴机具 16485台，受益户数

13356户。落实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要求，报废老旧农机

具 139台。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 153.65

万千瓦，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7.5%。

扎实开展重要农时农机化生产和机

收减损工作，在春耕备耕以及“三夏”“三

秋”期间，做好机具调度和服务保障工

作。连续举办了第五届吕梁职业技能大

赛暨第三届农机操作手、无人植保机培

训技能大赛，小麦、玉米、高粱机收减损

技能大比武，为广大农机手搭建沟通交

流、切磋技艺的平台，全市共 240名机手

参加培训和比赛，2名选手在全省比赛中

获奖，以“大比武”促进“大丰收”。

农机安全生产形势继续保持稳定，

严格落实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深入开展农机

安全“三进”活动和农机“安全生产月”活

动，整治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指导汾阳市

开展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创建工作，今

年以来未发生农机安全生产事故。

紧盯农民的“钱袋子”、农村集体经

济的“家底子”、农业耕地的“命根子”以

及涉农项目资金审批分配的“印把子”

等重点关键，强化农村集体资金、资产、

资源“三资”管理，切实履行好集体经济

“大管家”职责，管好集体明白账，确保

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进一步盘活了农村

资产要素，促进了农村资产资源依法有

序合理流动，将“死”资产资源变成了一

潭“活水”，实现集体和农民双增收，全

力护航乡村振兴。

全面提升农村集体组织财务人员

素质。近年来，吕梁市选用村（社区）

工作的大学生担任村报账员，作为进

一步规范“三资”管理、推动集体经济

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引导大学

生在跟账学账中了解村情财务，在实

践实干中逐步懂账、熟练报账，培养成

为熟悉报账业务的“行家里手”，示范

引领全市农村基层财务规范水平全面

提升。文水县任命 157 名到村（社区）

工作大学生全部担任村“两委”办主任

或副主任，任职村（社区）报账员，协助

开展报账工作，“三资”管理水平显著

提高。典型经验材料《文水县：“小管

家”带来“大变化”打造集体资产监管

“生力军”》，被农业农村部《农村改革

动态》采用，在全国推广。

数字赋能智慧监管全覆盖。全省

农村三资监测管理平台、农村集体产权

流转交易平台“两个平台”在全市集体

经济组织（村委会）全覆盖，全部实行平

台记账、数字化监管。全市 10个县（市、

区）单独成立了县级农村集体产权流转

交易中心，实现平台挂牌交易 38 宗，发

布招商信息 23宗，汾阳、孝义、文水、交

口、石楼、柳林、方山 7县实现省平台交

易数据“破零”，稳慎推进了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规范化、透明化、公开化，农村集

体经济管理迈上了新水平。

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

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对 200 个村

进行集体经济专项审计，督促整改一批

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和农村集体经济

问题合同，移交了一批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相关案件。

启动了 2024年集体经济“合同兑现

月”工作，坚持“市推动、县主抓、乡引领、

村主体”工作机制，采取乡镇专班专职专

干、疑难问题提级办理等有效方法，稳存

量、核变量、提增量、控减量，做到合同款

应收尽收，收回合同兑现款 6.73亿元，持

续巩固提升“清化收”专项工作成果，维

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权益。

党建引领铸魂 锻造心系三农的先锋队

“三资管理”护航 当好集体经济的大管家

社会化服务增效 构建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通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壮

大优质服务主体，建设一支专业化、规

范化的农业生产主力军，推动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扩面增效。

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确

定汾阳市、孝义市、柳林县为深化农业生

产托管试点县，推广党组织引领、集体实

施“数字化+机械化+一表清”农业生产托

管模式。全市遴选托管服务主体 358
个，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占全市托管

主体数的 67%，共完成农业生产托管面

积 237.92万亩。争取市级资金 386.1万

元，用于 2023年农业生产托管市级奖补

和 1016台未列入中央补贴范围、但适宜

我市使用的农机具进行补贴。

加 强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示 范 培

育。通过主体自愿申报、县级审核推

荐、市级复核认定、实地抽查等程序，培

育柳林县青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26 家

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汾阳市光明种

植业家庭农场等 44 家市级示范家庭农

场、方山县福源泉农机专业合作社等 8
家市级农机示范社场户、中阳县中和惠

农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等 5家市级

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对 2023 年

评定的 26 家市级示范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36家示范家庭农场进行了奖补。开

展星级等级评定和示范创建，进一步提

高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新型经

营主体的经营水平，增强服务带动小农

户能力。家庭农场赋码、随手记推广工

作处于全省前列。文水县田园薯业合

作社入选“2024 年中国农民合作社 500
强”，文水县续刚农机专业合作社被确

定为 2024 年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

中心。

农业机械化赋能 打造农业生产的精锐之师

调查研究先行 制定一套深化农村改革的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