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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近日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政府印发的«安

徽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都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必须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调研发现,安徽省农村“空巢化”

“泛老龄化”严重,多数地市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匮乏,年久失修、监管不全、

不到位,很难适应新型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要求,为确保农民增收这条“底线”,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只有因地制宜补“短板”,才能探索出一条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供给机制健全、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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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农业农村农

民的特点出发,为我们深化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侧改革指明了方向.必须厚植

农业农村农民,用新发展理念来化解当前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匮乏的顽

疾,走质量兴农之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是指政府向农业农村农民提供的生产、
生活方面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并保证其能顺利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各种物质、技术

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农民生活性基础设施.生产性基础

设施是指水利、电力、交通、网络等以及生态环保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生活性基

础设施是指农村中小学、医、卫、计生、农保及人居环境等设施.我们的研究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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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重中之重就是补足安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短

板,“提质增效”,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城乡融合发展.只有增强农民“获得感”,守
住农民增收“底线”,才能夯实安徽乡村振兴的基础.

所谓建设供给是指由政府提供给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必需的

物质资源、资金以及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质量的总和.近年来,安徽各地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项目、开工数量都在快速增长,这体现了各级政府

对«安徽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贯彻落实.目前已有不少学

者通过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农村公共服务、公共基础设施的理论、实践和经验,
或是通过研究国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规则、框架以及供给的主体、结构等来探讨

安徽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对策.我们认为:一是缺乏创新,尤其是对政府

主导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与农民增收关系的研究不足;二是因为国情

不同,很难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因此,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到２０１８年初,笔者在合肥

肥东县、庐江县,六安裕安区,阜阳颍东区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在１６个地市开

展抽样调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拟对安徽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机制

改革提供建议.

一、目前安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状况

２０１７年末,安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快马加鞭,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农村

农民的生产生活.２０１８年５月全省高速公路网总里程已达４６７３公里,〔１〕新桥

和九华山机场已建成使用,２０１３年通航的池州九华山机场仅用了四年时间,

２０１７年就完成旅客吞吐量４７．５万人次,全省增速第一.〔２〕全省铁路运营里程已

达４２２３公里,其中高速铁路１４０３公里,居全国第３位、中部第１位.〔３〕目前,安
徽“十三五规划”的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工程进展顺利,已有３０座水电站完成

改造任务并投入试运行,河流生态改造,正在装配生态流量泄放监测监控设施.
全省农村已完成近３０００座病险水库加固,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农村互联

网已进入千家万户,正在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可以说,安徽“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果丰硕,国家、省、市、县(区)
政府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建设功不可没.我们实地调查了肥东、庐江、六
安裕安区、阜阳颍东区等地,入户采访解析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供给多寡与农民收

入增长关系.下表是２０１７年末至２０１８年初实地调研的农民实际有效户数.
表１　在安徽农村的部分乡镇(区)数和入户采访的农户统计

从生产性基础设施来看,安徽省农村电网已经全覆盖,农村道路、电力设施

状况较好,但农田水利设施较落后,节水灌溉设施普及率低,化肥使用率超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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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使用率较高.比如,农户在土地灌溉中,有１３２位受访户选择“漫灌”,占比

６６％;调查中发现:在受访村庄中,有１１个村庄从没进行过中低产田改造,占比

２７．５％;有２９个村庄曾进行过中低产田改造等项目,占比７２．５％.在我们调查

的有效农户２００户家庭中,只有６８户常用绿肥或农家肥来提升地力,占比

３４％;有３９户用纯化肥来提高地力,占比１９．５％;两种肥料混合使用的有９３户,
占４６．５％.可见,目前农村耕地的地力改造覆盖率有提升,但化肥的使用率仍然

较高,不利于农村土地绿色可持续发展;多数自然村吃水靠打井;凡是生产性基

础设施建设较差的村,农民收入也较低.比如六安大别山区和阜阳部分区县乡

村,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是明显的弱相

关〔４〕或关系不大.〔５〕

从生活性基础设施来看,在安徽经济发达的乡村,比如肥东店埠、长临河镇,
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较好,公路、电、自来水已经“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是明显的正相关.２０１７年初,安徽农村人口

供水达５６２０．５２万人,其中４１７５．３２万人集中式供水,供水形式主要为农村自来

水;１４５５．２０万人为分散式供水即通过手压井、引泉水、塘坝等方式取水,农民的

居住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但仍有部分农村,如皖西南大别山区的边远乡镇,山高

路陡,只能用自然山泉水,村庄的自来水覆盖率很低;皖北地区,比如阜阳城郊的

部分村庄的生活饮用水主要来自砖井、压井,虽然已有部分乡镇居民用上了自来

水,但它也是来自农民地下打井取水,井水硬度高,只比地表水水质稍好一点.
我们实地入户访问发现,部分农户认为个别村庄的癌症等疾病集中爆发主要是

饮水不安全所致.令人欣喜的是,大部分农村乡镇的网络设施已初具规模,多数

中心村也建了网络设施.但调查发现:在皖北阜阳(颍东区)、临泉等地的城郊农

村污染严重,个别农村社区有名无实.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日省统计局公布:安徽的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累计３０天以上的人员数)在减

少,但文化素质在提高.全省１２５４个乡镇和１６３２６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

公共服务调查(详见下页表２、３、４).２０１７年末,在乡镇地域范围内有火车站的

乡镇占全部乡镇的８．３％,有码头的占１５．７％,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占２１．５％,

９５．５％的村通公路,７３．８３％的村主要道路有路灯.１００％的村通电通电话,８９．
５％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８７．６５％的村通宽带互联网,但只有２４．７１％的村通天

然气,６４．１％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６〕研究发现,当村庄所在地是城乡接合

部时,能源、交通、水利、水、电、气、网络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最好,农户的人

均收入最高;当村庄处于乡政府或镇政府所在地或平原地带,农村的公共基础设

施供给较好,农户的人均收入也会高点;当村庄所在的地势是丘陵、山地、土地贫

瘠或库区时,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投入也较少,农户获益或收入就较低,
说明了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多寡与农户个人收入关联度较大.也就是

说,农村经济发展、农民人均收入与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投入存在着明

显的正相关.〔７〕安徽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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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社会各界对农村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多寡以及供给质量.
表２　安徽省农村基本能源和通讯设施建设供给情况　单位:％

表３　安徽省农村各乡镇、村卫生、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单位:％

表４　安徽省各乡镇、村基础文化、教育设施建设　单位:％

二 、安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的现存问题及未来发展态势

在新时代,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应成为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
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虽然自２０１７年以来,安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供

给已快速发展,但仍然落后于安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需求.
(一)现存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问题及分析

１．供给主体普遍单一化,缺联动机制.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都是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者,农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个别农户就打起了“小
算盘”,不积极配合还讨价还价,导致在修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过程中的供给力

量单薄,缺乏执行力;二是一些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没充分发挥“一事一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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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别是村书记缺少担当精神;三是皖西南一些贫困农村农民收入低,生活艰

难,也不愿按人头“凑份子”来协助乡政府修建公共基础设施.四是有的村委会

(比如阜阳临泉有个贫困村)想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建“非遗博物馆”,发展文旅小

镇,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调查,安徽多数村集体普遍存在“四缺”(一缺资金、
二缺项目、三缺人才、四缺规划),即使有项目支持,政府所能提供的资金供给也

少得可怜.另外,一些边远山区农村虽然风景好,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大,
资金回报率低,还带有公益性,多数企业不愿投,致使多地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

资金“肠梗阻”.

２．政府决策供给机制偏离农民需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的项目基本都是乡政府申报.众所周知,有项目就有利益,动利益比动灵魂都

难.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出于政绩或自身利益考虑,理所当然地会把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安排在乡镇所在地,而边远农村真正有需要的农民却享受不到基础设施

的供给,农民真实需求难以体现.有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供给没有农民参与,没
有反映农民愿望,所以,项目推进难度大.

３．项目供给缺乏规划设计.我们调查发现,有些乡镇申请到政府的项目配

套资金后,不注重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设计,比如在六安山区,就有少

数农民随意建房占地,畜牧圈舍可与农民的住房相连且排列无序.个别地区农

村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没有科学、合理的布局,没有根据项目建设的内容、
规模和农民的实际需求等制定详细的计划、预算,一些项目建设往往不根据当地

农民实际需要盲目建设,另有部分项目资金监管不到位.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不但缺钱、缺项目,还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

４．乡镇协调能力不强,资金短缺与盲目建设并存.比如,一些村村通工程、
饮水工程必须要多村的联合才能完工.但是,就有乡镇领导只看眼前利益,不顾

长远利益,就想着“多吃多占”抢政府资金.部分乡镇不顾农民需要,盲目建设或

“摊大饼”形成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半拉子”工程,有的荒草一地被农民当成了

“养猪场”,项目后期管理不到位,产权不明确.我们调查发现,一些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项目完工后没有按要求结算、决算审计,部分项目的尾款难以支付,有些

项目已经搁置多年,不少乡镇、村的债务负担沉重.

５．乡镇领导“重建设、轻管护,重眼前、轻规划,重硬件、轻软件”思想严重,尤
其缺乏生态环保的现代农业设施供给和高质量发展农业现代化的思路、理念,这
些都严重地影响着安徽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质量.各地有不少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处于无人监管境地,年久失修、破败不堪.除了自然损耗外,村级

组织监管不力,管护没责任到人是主要原因.特别是皖西南、皖北一些贫困地区

的乡村公路、水渠、桥梁、电网、病险水库等毁坏严重,个别地方是“年年建、年年

修、年年坏”.
长期以来,安徽都是农业大省,但却不是农业强省.不少地方基层组织对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抱有“重建设、轻管护,重眼前、轻规划,重硬件、轻软件”的
—５７１—

安徽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研究



错误思想,对规章制度只是“嘴上说说”,不落实处.再加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供给自身的“先天不足”———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政府的财政资金“捉
襟见肘”,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又不愿参与,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人为损坏,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受到重大损失.这既浪费了各级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也严重影响了安徽乡村振兴的脚步.我们急需立足省情,因地制宜,建
立健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的监管体制机制.

(二)安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未来的发展态势

十九大以来,随着中央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落实,安徽农村土地

改革和农村“三变”即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迅速推进,在
皖中、皖东、皖南经济实力较强、思想较活跃的农村,农民的主体意识迅速提升,
省、市、县(区)政府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在年年增长,追求高效农

业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创业的热情迸发,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

是“一浪高过一浪”,安徽各地农村涌现出多种新型的基础设施供给模式.比如,
“抬石头”众筹、自愿供给等,自愿供给是其中的主要方式.所谓自愿供给,是指

在政府、社会各界、资本市场之外的“第四方”供给模式,这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也
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见表５).在农村基层组织财力不足、“拆东墙补西墙”的情

况下,如果单靠有限的财政基金、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或资本市场的资金来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的话,是很难有效地满足安徽一些贫困山村和边远落后农村对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要求.对皖西南和皖北一些县(区)来说,农民的自愿供

给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
表５　安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主要供给方式的优点、缺点

我们在六安(裕安区)、霍邱县等皖西南大别山区的调查发现:通过社会各

界、私人资本以及农民的自愿供给来解决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急需的资金,
各地都有自己的成功做法,也有很强的灵活性.〔８〕当然,调查也发现,有些没固定

资金来源的非盈利性组织,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薄弱,常常“虎头蛇

尾”,持续投入和维护运营困难.农民自愿性供给常常迟缓且缺斤短两.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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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民都有向政府“伸手要”的惰性思维,个别农民不出

钱也不愿出力,压根就没有自我服务与自愿供给的意识,即使是明知有利、有益,
也无动于衷.

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模式并非只有上述几种.众所周知,安徽

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表现在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方面.为了落

实«安徽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安徽各地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

的供给模式必须多元化、广渠道,因地制宜,尽量发挥政府主导供给、市场资源供

给和社会、农民自愿供给等多种模式的优点,取长补短,综合考量城乡融合发展

的大格局,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底线”,尊重农民意愿,把各地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供给项目与当地农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建立、强化“制度性供给”机制,积极

寻求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的“最大公约数”,以城带乡,力促安徽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的数量、质量、效益的快速提升.

三 、提升安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数量、质量、效益的可行性路径

提升安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数量、质量、效益,既离不开乡村振

兴战略的贯彻落实,也离不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
因此,我们在践行安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既要不断摸索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供给模式的多元化、差异化,又要结合安徽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增强

农民的“获得感”,深化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的改革,突破农村基础设施供

给“瓶颈”,强化“制度性供给”,补足供给短板,促进城乡融合.
(一)健全农村“制度性供给”机制,落实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的均等化

安徽是欠发达省份,各地农村情况复杂,千差万别,只有强化农村的“制度性

供给”,才能实现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是“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立足点.如果撇开农村基础设施的制度性供给和公共

服务设施均等化,城乡融合发展就是“纸上谈兵”.２０１８年的“一号文件”已明确

提出推进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
强化政府主管部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的投入保障机制,明确公共财政应更

大力度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要改革供给制度,精准到位.比如,改进现行的

农村耕地占补平衡的办法,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

供给体系;强化制度创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的质量、水平,大刀阔斧地改革

创新.一要破除安徽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体制机制的二元分割,全面落实城

市居住证的“制度红利”,让有能力、有条件的农民工能共享市民待遇.二要下决

心缩小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供给“剪刀差”,提高政府供给的质量及供

给项目分配不公、不平衡问题.三要解决部分农村的自来水、电、气、路、网络建

设不达标以及医疗、卫生、养老等生产、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问题.
四要加大政府财政资金向皖西南、皖北等贫困农村倾斜,把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纳

入政府预算.创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模式,以满足生态农业、绿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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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农业、文化休闲农业等农村多业态融合发展的旺盛需求.
(二)要明确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落实监管责任要精准到人

在落实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安徽现有的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的数

量、质量、效率和水平与现代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需求差距较大,存在的“短板”
较多,尤其是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常“落实不到人”或虚位以待.目前,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制度仍旧执行“政府分级负责制”,基层政府主管部门在

具体项目的运行中存在着项目供给资金“错位”或“拨不到位”的问题.比如,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的事权与财权“错位”问题频发;一些地市、区(乡镇)政
府财政有限,难保其供给的质量、效率和水平.在山高路远、农民收入较低的皖

西南或皖北的贫困农村,一些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农业生产急需的水、路、桥等较

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其数量、质量、发挥的效益多不尽如人意.不少地

方的基层组织只好“两手抓”,即一手伸向政府,向上级部门要补贴、配套资金;一
手伸向农民,通过众筹、贷款或自发集资来兴建农村基础设施,给当地基层组织

和农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因此,我们建议,要落实安徽的乡村振兴战略,各级

政府必须要转变观念,“自我革命”,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明确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的主体责任,一级一级抓落实,严格监管,
精准到人.一要积极宣传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的供给政策,因地制宜,科学

规划布局,引导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资金的投向精准,保障农村产业兴旺、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新时代,各级政府主管部

门应该注重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科学规划、项目决策、建设运营和监管工

作.二要创建以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公益团体供给、民间资本或私人资本广泛

参与的责任主体多元化、资金宽领域、监理全过程的供给新模式.我们建议,可
以不拘一格引入公平竞争的供给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各界和民间组织自有资金

广泛参与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应把适合市场配置的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资源还给市场,让市场、农业产业园、合作社、新型职业农民与政府主管部门一

起来承担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实行共建、共享、风险共担的主体责任,让市

场来化解目前存在的供给主体单一、资金短缺、质量效率低、供给项目少、供给不

平衡、缺乏整体规划等诸多短板.未来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应走向以

市场为主导,政府应“退居二线”,由“直接生产者”向“监督管理者”或“政策保障

者”转变.三要建立健全农民自下而上的民情诉求与政府回应机制.要完善农

村基层组织的“一事一议”决策机制,积极收集农民的需求信息,实现决策公开、
透明.以农民满意为标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实施建立有效的监

督、绩效、考评制度.
(三)因地制宜地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精准性

４０年的农村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因地

制宜,要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精准性,必须要解决好“投什么”“谁来投”“怎么

投”的问题.“投什么”,关键是要有质量、有效益.要紧紧围绕有效需求,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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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供给.不搞重复建设,不增过剩产能,既要有效、精准,又要因地制宜.依据省

情,我们应在生态观光、文旅、互联网＋电商、现代特色农业上下功夫.“谁来

投”,关键是要创新投融资机制.当前,政府投入增速在下滑,必须发挥民间资本

充裕的优势,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怎么投”,关键是要

深化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各级政府要简政放权,积极推

行政府投资的“负面清单”“责任清单”,让企业能够看单点菜、按图索骥.努力让

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多跑路”,让企业的投资运营“少跑路”.我们建议:一是要根

据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把政府投资及财政支出重点放在贫困落后的农村,以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为支点,助推脱贫攻坚“一个也不能少”.二是政府资金投放重点

要逐步退出“三农”的竞争性领域,转向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
三是规范涉农企业已承担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把部分资金用于农村慈善或贫

困农民生产生活救助的“兜底”上.因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质量的提升可

直接反映到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民增收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方面,增强农民的

“获得感”.
(四)快速推进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最前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建设

在补足基础设施“四大短板”的同时,还要解决安徽农村水利、道路、自来水、
电力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前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政府必须

加大投入、整改.一是继续农田水利的设施建设.到２０２０年,要完成大中小型

灌区、小型水源到田间干支渠的重点建设,要使安徽全省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提到

８０％以上,实现４６７１万亩高标准农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生态良好.二是要保

护农业耕地资源,根据“十三五”规划,安徽将全面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全省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８７５１万亩以上.２０１７年初已全面完成１６
个设区市城市周边和６５个县(区)政府所在地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按

照«十三五时期安徽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表»要求:全面推进永久基本农田的划

定工作,１６个地市的土地资源状况必须上图入库、落地到户.２０１７年末,安徽农

村的土地确权工作已基本完成.三是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底,安徽“村村通”工程资金

补助政策全部落实到位,实现“村村通,庄庄通”,行政村公路水泥硬化,真正实现

高等级公路在农村“广覆盖”.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还应该逐步实现与城乡公交

线路的对接.四要对经济落后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进行整改,力争到“十三五”
末,解决安徽农村贫困地区上百万居民的用水、用电安全问题.２０１７年５月,安
徽各地已开展了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专项整治“三大革命”,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全
省农村垃圾得到有效治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７０％以上,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比例力争达到８０％,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到９０％,让所有乡镇政府驻地和美丽乡村中心村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全覆

盖.五是要科学规划,继续加大对农村电网的投入,按时保质完成农网改造升

级.
(五)健全农村公共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供给的制度性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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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还应包括农村义务教育设施、镇村卫

生医疗设施、农村信息化服务平台等“软硬件”设施的供给.乡村振兴的重要一

环是乡村人才的振兴,政府必须要健全农村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设施建

设供给的制度性保障机制.一是要全面落实农村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免费政

策,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纳入省级预算安排.到今年底,经济发达的地区要率先

实现城乡中小学教师“同工同酬”,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底,实现全省城乡中小学教师

“一个也不能少”地同工同酬;鼓励大学毕业生到皖西南、皖北等边远、贫困地区

农村任教.二是到“十三五”末,安徽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仗,要因地制宜,创新

供给制度,脱贫、扶智、扶志联动,在经济实力强的城市要率先实现农民工子女免

费高中教育,并纳入城市教育总体规划.三要提升新农合补助标准,逐步实现新

农合与城居保“并轨”,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安徽城乡医保真正“一体化”.四要提高

各市、县(区)乡镇医生、护士的工资收入,加大培训力度,鼓励医护人员利用互联

网参加社区服务.政府部门要简政放权,加快实现城乡医护技术人员同工同酬、
多劳多得.五要加强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建设,激发农村的新动能.围绕

有基础、有潜力的特色农村,把成熟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延伸到农村社区,
加快农村公共卫生、垃圾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供给,让农户人人参与、齐抓共

管.六要优先建设一批“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的

特色村镇,健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制度性保障机制,以“点”带“面”,精
准发力,才能保障安徽乡村振兴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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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安徽高速路网总里程达４６７３公里»,安徽新闻,中安在线,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

〔２〕«２０１８年前５月九华山机场吞吐量达２０．７万人次»,安徽新闻,安徽网,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

〔３〕范克龙:«安徽交通再提速 高铁运营里程已居全国第三»,«安徽商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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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马晓河、刘振中、黄蓓:«还权与民:农村公共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安徽省水库移民后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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