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农村退林还耕的具体政策 乡村振
兴战略学习心得(精选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农村退林还耕的具体政策篇一

近年来，在“三支一扶”计划引领下，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
生走向基层、扎根乡村，为偏远落后地区注入了发展活力，
谱写出一曲曲奋斗赞歌。希望田野，大有可为，广大“三支
一扶”人员要激扬青春梦想，在不同领域和岗位上矢志奋斗、
担当作为、无私奉献，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一片片充满希望的
田野，用一个个动人的奋斗故事书写“青春答卷”，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回望最初立下的志向，脚下之路愈加坚定执着，响应“三支
一扶”号召的青年们，要树牢“条件越艰苦越能练筋骨”的
意识，自觉践行“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铮铮誓
言，奔赴乡村振兴主战场，扎根服务群众第一线，将自身追
求汇入时代发展脉络，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命运，在基
层火热的社会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增强攻坚克
难的真本领，练就建功立业的硬功夫，争做不畏艰险的奋斗
者，不当畏惧风雨的泥菩萨，满怀激情干事创业，以实干笃
行诠释青春价值，扣好前行路上“每一粒扣子”，坚决破除
过客心态和“跳板”心理，顺利完成从“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将青春和热血跳动成时代之
歌的最美音符。

四季轮回不变的是对乡村沃土爱的炙热，“三支一扶”人员
有才华、有理想、有拼劲，要坚定“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的自信，以百分百的热情耕耘“支教”事业，撑起三尺



讲台，打开知识海洋，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烛光；以百分百
的认真耕耘“支农”事业，守护绿水青山，推进农业发展，
为美丽乡村建设助力添薪；以百分百的专注耕耘“支医”事
业，不断优化医疗服务，有效保障“病有所医”，甘做守护
生命健康的白衣天使；以百分百的努力耕耘“帮扶乡村振
兴”事业，用所思所想所学改变当地面貌和百姓生活，扎实
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
熠熠闪光。

“三支一扶”计划是年轻人放飞青春梦想的最好舞台，基层
是服务群众的大本营，要将青春梦想融入服务群众始终，用
辛勤汗水浇灌百姓心田，持续增强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力，察
民情、听民声，解民忧、纾民困，顺民意、赢民赞，用沸腾
的热情化开基层治理难点、顽强的斗志征服乡村振兴关隘，
以沉入基层的“泥土味”换来党群连心的“亲情味”，在为
群众解难题、办实事中让青春梦想生根发芽、抽穗结果，推
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做到情系群众
“心连心”、贴近群众“面对面”、服务群众“实打实”，
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享受幸福，不断提
升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留下充实、温暖、
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农村退林还耕的具体政策篇二

文化是生态宜居的守护者。乡村的青山绿水是我们耐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遵循自然法则而生存。
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生态文明观，让人们懂得“仁民爱物”，
发自内心崇尚自然，珍惜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守护住我们的
青山绿水。

“乡愁”对于乡村来说是对乡土文脉和故土文化的记忆。乡
愁可能是一棵长在村头的古树，可能是一间破旧的祠堂，可
能是一出家乡的戏曲，还可能只是一位儿时的玩伴。这就需



要加强对遗址遗迹、宗族祠堂、田野文物的开发保护，传承
乡村文脉，让村民在精神上有归属感。让更多乡贤回到故土
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建设美丽乡村。

文化是产业兴旺的金钥匙。乡村产业无论是农业还是第三产
业，都需要注入文化内涵，否则就不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平利是女娲故里，中国名茶之乡。当我们的茶饮产业注
入文化内涵，整合品牌力量，平利的绞股蓝和绿茶也会像西
湖龙井、武夷山大红袍一样名扬四海。到那时，我们卖的就
不仅仅是茶而是健康和文化。

谈到乡村振兴就会想到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的持续蓬勃发
展，更要注重挖掘文化内涵。一个地方的历史积淀、气候环
境、风土人情、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等构成了一个地方的
地域文化，而这种文化带给人们的是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精神
体验。譬如，有人喜欢“大漠孤烟直”的苍凉，有人喜
欢“海上生明月”的意境。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挖掘本地的
地域文化，让每一个来平利旅游的客人感受到这片土地与众
不同的魅力。

文化是乡风文明的约束力。“仁义礼智信、诚孝检勤和”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
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乡村振兴中，
如果我们充分发掘乡规民约、族谱家训这些道德资源，发挥
身边榜样的力量。让向善向美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人心、
引领道德、淳化民风，那么“路不拾遗”、“夜不闭
户”、“邻里和睦”等等都会成为村民发自内心的尊崇。

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只有健全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保障村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乡村
文体活动质量，让广大村民在丰富的文化体验中形成正确的
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周易·贲卦·彖传》中解释文化，“刚柔交错，天文也;文
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文化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它无时无刻都在影响
着我们的“三观”和生活方式，要想振兴乡村，就得以文化
铸魂。有了灵魂的乡村便有了生机和活力，有了青山绿水和
乡愁，有了希望和未来。

农村退林还耕的具体政策篇三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这是对脱贫攻坚在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中所处位置的准确判断。越是任务艰巨越要迎难而
上，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补齐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短板的需要，更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一个突出短板。短
板必须补齐，否则影响全局。我们必须切实增强责任感、使
命感和紧迫感，不辱使命、勇于担当，只争朝夕、真抓实干，
加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块突出短板。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和前提。他还指出，新中国成立
前，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
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现在，我们党就是要领导广大农民“脱
贫困、奔小康”，就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贫穷不是
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
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就不是社会主义。

学习乡村振兴青年说心得3

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基本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离不
开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
致天下之治者才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人才振兴实施



正确方向是实现乡村稳、农业兴的要因素，乡村振兴是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关键目标指向，拥有一支深刻了解农村生产
生活的多元化、高素质“三农”工作保障队伍尤为关键。

留助乡村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好发展。人兴则乡村兴，人旺
则乡村旺。选拔培优乡村振兴的人才要着力从眼下的本土去
挖掘“千里马”，首先，鼓励本土人才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
同时，要制定并完善好本土人才成长发展机制，充分激发乡
村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乡村人才的技术优势，进而
带动产各个业快速发展，带动致富。其次，从教育、就业、
医疗、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等条件入手，不断改善和优化本
土乡村人才的成长发展环境。通过健全的保障机制的投入，
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相信本土乡村人才能更好地助推乡村
振兴。

培养新时代人才，共建乡村振兴好发展。新时代的乡村需要
更多新时代的人才来点燃，大学生村官计划是想乡村提供人
才振兴支撑的重要途径，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三农”工作
干部队伍提供源头活水。大学生村官计划自实施以来，为乡
村振兴发展提供了扎实的人才支援，在工作中，他们发挥着
积极作用，一批又一批有文化、会经营、善管理、懂技术的
大学生村官为乡村振兴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是乡村振
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才队伍。要建立引导并鼓励更多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长效机制，
鼓励更多年轻有志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

要筑巢引凤，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要多方引导返现农
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退役军人等等返乡做“创
客”，鼓励支持并引导乡村精英群体返乡投身到乡村振兴，
不仅仅要靠当地政府部门创造便利条件、政策支持，也要同
步改善乡村基础建设，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更好解
决返乡精英群体的后顾之忧。栽好梧桐树，吸引凤凰来。营造
“靠环境引人才，用服务留人才”的良好氛围，制定人才、
财税等优惠政策，为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吸引更多的



人才返乡创业，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升级，谱写乡村全面
振兴新篇章。

人才振兴是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核心灵魂，乡村振兴必须人
才为先。人才是创新创业的支柱，只有人才支柱稳固，才能
筑起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厦，打开乡村振兴新局面。

农村退林还耕的具体政策篇四

3月9日，我们有幸参加了由团市委等部门组织的“传承红色
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主题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传
统，亲身体验了乡村振兴带来的巨大变化，上了一堂生动难
忘的现场党课。

在中共宁国特别支部旧址，随着讲解员的讲解，大家重温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成功的光辉而曲折的历程，
给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意义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不忘入党初心，
时刻牢记革命精神，立足本职，扎实工作，努力为加快建设
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宣城贡献自己的力量。

云梯畲族乡是安徽省唯一的畲族乡，位于皖东南天目山脚下，
与杭州市临安区、安吉县交界。总面积51。1平方公里，辖4
个行政村，总人口6112人，其中畲族人口1848人。山核桃、
竹笋是该乡主导产业，乡村旅游发展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全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宁国市前列，高于全省近5000
余元。现拥有畲族山歌、畲族婚嫁和红曲酒等三项省级非遗，
三次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先后被评为中国最美
休闲乡村、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安徽省优秀旅
游乡镇等十余项荣誉称号。

千秋畲族村是安徽省唯一的畲族村。全村总面积9。7平方公
里，共1198人，其中畲族人口849人。被列为首批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建成的“畲乡人家”农家乐集群，共有标准床
位1800余张，年接待游客20余万人，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均
保持20%的年增幅。

通过参观云梯畲族乡千秋畲族村的民族特色风貌和经济社会
发展，党员们感受到乡村振兴战略给社会主义新乡村带来的
巨大变化，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干劲和热情，纷纷表示要进一
步学习-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心系基层，心系群众，
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农村退林还耕的具体政策篇五

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
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蓝图犹如一张答卷，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消灭剥削、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始终不变的追求和使命，如今
到了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环节，全面小康社会这道大题即将
得出答案，怎样才能得高分，需要我们答到“点”上。英语
单词的point有论点、观点、重点等含义，谐音“破硬特”，
只有找准脱贫攻坚的关键点、结合点和发力点，才能让贫困
户脱贫不返贫，走稳小康路。

脱贫攻坚需找准“破”的“关键点”。人们常说“不破不
立”“置之死地而后生”，虽然每一个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
不相同，但思想上的“穷根”不除，脱贫攻坚就难以有持久
的动力。因此要破除旧思想，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让
贫困户走出“观念上的贫困”误区，实现从“要我富”
到“我要富”的转变，让他们彻底消除“等靠要”思想，见
贤思齐、人心思进，让贫困群众拥有改善困境的希望和信心，
从而调动起他们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斗
志和激情。



脱贫攻坚需找准“硬”的“结合点”。万夫一力，天下无敌。
脱贫攻坚不是扶贫人员的“独角戏”，而是各级党委政府和
整个社会的“大合唱”。要把“单兵作战”变为“团队战
斗”，形成“全民皆兵”的氛围，汇聚起党和政府、社会各
界的合力，让千千万万个你我他拧成一股绳，让涓涓细流汇
成百川成海的澎湃力量。在当下脱贫攻坚即将进入尾声，但
对贫困户的持续帮扶和跟进不能丢，要通过“城乡结对共
建”“帮扶志愿服务”“农民工技能培训”等一系列扶贫帮
困措施，标本兼治、精准治“病”，让贫困户“硬”起来，
真正实现“立”起来。

脱贫攻坚需找准“特”的“发力点”。如何让贫困户持
续“保增收”和“稳增收”，需要根据贫困户的不同地域、
文化特点，针对性地开展培育和就业辅导等工作，建立长效
帮扶机制，确保脱贫不返贫。要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结合
起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扎实推进特色小镇、美丽
乡村建设，着力提升乡村产业扶贫水平，在打通贫困乡村的
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持续改善住房、上学、看
病、养老等公共服务，让农村环境美起来、产业旺起来、村
民富起来，确保贫困户端上“铁饭碗”，走稳“小康路”。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者、书写者和见证
者，只有答到点上，才能写出满分作文，交出让人民满意的
高分答卷。

农村退林还耕的具体政策篇六

阳春三月，春回大地。3月9日上午，我随市直第一片组参加了
“传承红色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党日活动，参观了云梯
畲族风情园、演绎大厅及展览馆和中共宁国特支纪念馆，重
温了入党誓词。在寻迹畲族文化中提高修养，在追寻红色足
迹中锤炼党性。



宁国云梯是一块有着少数民族风情的土地，境内山峦起伏，
泉水潺潺，千秋关高耸入云，唐代词人罗隐有“回望千秋岭
上云”之句，云梯因此得名。1992年11月10日，省政府批准
成立“宁国县云梯畲族乡”，成为安徽省江南片唯一的一个
少数民族乡。

宁国盘樟是一块有着传统红色根基的土地，中共宁国特别支
部是宁国县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也是皖东南地区成立最早
的党组织之一。1928年2月，中共浙西特委党员傅金林到宁国
蓬山村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员。革命的火种曾在这里
发芽和燃烧。

通过参加这次片组活动，我强烈感受到了云梯畲族情怀和革
命传统力量。一是走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全体肃立，庄严而神圣地举起右手，
在团市委副书记吴丹同志的领誓下，重温了入党誓词。二是
走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深深感受到我们党一路走到今天，历
经无数曲折和磨难，始终立于时代潮头，靠的就是坚定的理
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就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三
是走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信仰不断被激
发，我们明白，共产党员只有补足精神钙质，才能剑指苍穹、
无往不利。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我们铭记苦难与辉煌，
不断坚定信念，循着信仰砥砺前行!以歌为伴、以梦为马，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立足岗位、扎实工作，为宣城机构编制
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