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振兴乡村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振兴乡村心得体会篇一

要在全力保障稳定增收上抓紧抓实。要扭住产业扶贫这个根
本，强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保险”利益联结机制，健
全产业扶贫带贫减贫体系。坚持外引自建并举，培育更多的
龙头企业。继续开展合作社带头人“万人培训计划”，规范
提升合作社，在确保应保产业全覆盖的基础上，着力提高贫
困户参保比例。加大劳务培训输转力度，因户制宜发展“五
小”产业，促进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要在巩固提升清零成果上升级加力。健全易辍学特殊群体风
险防控和“一对一”长效帮扶机制，巩固控辍保学成果。稳
步提升农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和基础医疗救治能力，切实减
轻贫困人口医疗负担。建立健全农民住房安全、农村安全饮
水工程排查管护长效机制，第一时间解决房屋安全隐患和供
水不稳定问题。加快推进村组路、产业路、入户路、农户庭
院硬化，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基础条件。

要在补齐全面小康短板上持续攻坚。按照“巩固领先指标、
提升一般指标、突破弱项指标”的原则，紧盯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等关键领域，加强政策引导支持，
开展全面小康补短板行动，加快补齐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
各领域短板弱项。

要在积极推进乡村振兴上精准高效。聚焦“五个振兴”，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区域品牌和集散能力建设，



推行“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推动优质农产品向城市聚
集、公共服务产品向农村延伸、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
加快编制乡村振兴村级规划，加大全域无垃圾城乡综合治理，
继续推进“厕所革命”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以讲卫生、
讲礼貌、讲节俭、讲勤劳和改赌博之风、迷信之风、攀比之
风、不孝之风为重点的“四讲四改”行动，促进乡风文明。

脱贫攻坚战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
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我们务必从讲政治、讲大局、讲
看齐的高度来认识，务必牢记唯脱贫攻坚为大、唯脱贫攻坚
为先、唯脱贫攻坚为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民本意识，困难在肩，冲锋在前，以言必行，
行必果的担当和态度，以攻城拔寨的信心和勇气，以超常规
的措施和手段，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

振兴乡村心得体会篇二

阅读《乡村振兴促进法》后，受益颇丰。我觉得《乡村振兴
促进法》真的是一部重点促进“三农”全面工作的法律，尤
其是将维护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合法权
益摆在突出位置、贯穿法律始终，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真正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支持
者和受益者。

法律对于涉及到农业生产生活中的各项要素，如集体经济的
发展、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种业的高质量发展等内容都进行
了明确规定，使我国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开展更加
有法可依。

第三十七条写道，“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村级组织，
企业，农民等各方面参与的共建共管共享机制”，“治理农
村垃圾和污水”，“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法律鼓励各
方面参与的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也是更好的“集民智”，倾



听群众的意见，真正的为群众办实事。对于生产中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废弃物污染物的处理和资源化的利用，农村住房
建设的绿色环保等改善人居环境的举措也是法律着重强调的。

无论是本土人才的培育或是城市人才的下乡，亦或是高校毕
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真的是汇集各类专业人才，投入到乡
村振兴工作中去。第二十八条中还写道，“一些机构组织要
为各类人才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服务……”，真正的从细处
从小处去落实振兴工作。农村发展确实是大有可为的，我们
要充分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乡村振
兴人才力量的“一池春水”。

法律最后还提到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
制度，明确了各方责任，确保乡村振兴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
进!《乡村振兴促进法》“护航”乡村振兴一路前行!

振兴乡村心得体会篇三

近期，我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了“乡村振兴，我村怎么办”
大讨论活动。各村召开党员、村民代表会议，一起商讨在乡
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村庄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从商讨
的结果来看，很大一部分村庄只是提出一些近期工作任务，
根本谈不上乡村振兴策略。因此，我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有了
以下几点不成熟的见解：

形成乡村振兴合力，培养新农人队伍。农民是勤劳能干的农
民，但是他们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农耕上。换句
话说，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很多农民的思想跟不上
当下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培养一支懂农业、爱
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以“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战略方针为要求，
把各行业中热爱“三农”优秀人才吸纳进来，充实农村工作
队伍，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乡村振兴合力，通过培



养新农人队伍和解放思想，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人才和思
想基础。

给村干部以适当压力、发挥村民主人翁精神。火车跑得快全
靠车头带，村干部作为全村发展的带头人，必须要有与时俱
进、居安思危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村的村干部满足现状，
不思进取，那么这个村庄的发展也就止步于当下，落后于未
来。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这句话告诉我们，
在制定振兴战略时，要以村民愿不愿意，答不答应，高兴不
高兴为尺度。只有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才会关
心村里的乡村振兴战略，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因此，党委政
府要给村干部以压力，使村干部有紧迫感，紧跟乡村振兴的
发展机遇带领村民致富，同时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人翁精神，
使乡村振兴战略落在实处。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办好农村
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
不开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正确引导和带领下，乡村振兴战
略才能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绘制出蓝图，把工作落实到位，
使农业强大、农村美丽、农民富裕。同时，乡村振兴也离不
开党的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开创
了“三农”工作的新局面。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继续把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加大各种资源配置的投入向
农村倾斜，为实现农村振兴打好政策和设施基础。

振兴乡村心得体会篇四

“农，天下之大业也。”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三农”工作的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移。相比拓展巩
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范围更广、目
标更高、任务更重，其艰巨紧迫程度，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
战。乡村振兴，其要在“人”。青春力量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的话题，受到代表委员的热议。对青年而言，基层乡村是其
历练才智的广阔舞台，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其绽放才华
的大好机遇。

青年能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农业产业发达兴旺、
农民持续增收，脱贫攻坚的成果方能巩固拓展。现代农业对
智能科技、管理营销、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人才需求旺盛，受
到良好教育的青年能为农户送去技术服务，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还能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开拓创新，成为乡村创业
致富带头人。青年积极投身数字营销、直播带货等新业态，
将为乡村振兴插上“数字翅膀”。

青年是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中，
国家各项人才智力支持政策将继续深入实施、多层次覆盖。
青年可以站上三尺讲台，成为播撒知识的人民教师;成为乡村
诊室的白衣天使，守护人民生命健康;还可以通过基层挂职、
村民选举等形式，参与乡村治理，凝聚村民共识，传承乡村
文化，普及法治精神，成为农村治理模式改革的“急先锋”。
青年锐意革新的精神气质，对新发展理念的身体力行，将深
刻地影响一方水土、造福一方群众。

众所周知，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活环境艰苦、工
作条件薄弱。呼吁年轻人投身乡村振兴，要给予他们成长的
平台和机遇，让其在服务乡村过程中有所成就和收获，加深
对乡土社会的归属和依恋。乡村振兴事业的前途是光明的，
青年理当出列。不管是外乡的大学生，还是返乡发展的有志
青年，凡是热爱乡村、关心农民的年轻人，都应当成为乡村
振兴事业的主人翁。

助力乡村振兴，要率先为青年赋能。有的大学生想去乡村工
作，却对日后的晋升空间存在顾虑，担忧事业的发展前途。
各地要搭建平台，提供开明包容的环境，免却青年的后顾之
忧。一些年轻人关心返乡创业政策，各地既要将政策宣讲到
位，也要认真落实兑现，让他们心无旁骛地踏上返乡路。此



外，要不断挖掘培育本土青年人才，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教
育，让对家乡有情结、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学习新思维、
掌握新技术，培养一批学有所长、有所担当的“乡建达人”。

开往乡村振兴的列车，为青年施展才干预留了充足的席位。
在乡村振兴的宏伟版图中，我们要从乡村实际出发，帮助青
年找准定位，谋划出路，成全他们扑向乡村的赤子之心，使
其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领头雁”、乡村建设的“排头兵”。
乡村基层是青年成就自我的“练兵场”，能让青年砥砺自我、
踏实苦干，养成俯仰天地的平民情怀。青年才俊源源不断地
奔赴乡村，将全面充实农业现代化的人才队伍，开创乡村建
设的崭新篇章。

振兴乡村心得体会篇五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只
有产业振兴，才能增强乡村吸引力，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乡
村聚集。推进乡村振兴，要打牢夯实产业振兴这个基础。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比
如，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
善利益链，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
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
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支持主产区农产品
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
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
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实现产业兴旺，要以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其中坚持质量兴农是重要要求。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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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实
施产业兴村强县行动，推行标准化生产，培育农产品品牌，
保护地理标志农产品，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新格局。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
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重要环节。比如，实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
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多种
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切实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通
过财政担保费率补助和以奖代补等，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支持力度;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经济强才能人气旺。以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必将不断提
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
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