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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南充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南充；

2．四川省营山县动物疫病控制中心，营山；

3．南充市农业农村局，南充；

4．南充市农业信息服务站，南充；

5．南充市气象局，南充；

6．南充市植保植检站，南充

摘  要｜为给四川省农民共同富裕制订指标体系提供参考，以南充市调查统计数据为基

础，对南充市农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整体分析了南充市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支出情况、农村低保情况、农村住房基本情况、农民工

基本情况、银行保险支持农民共同富裕等现状，提出了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对策，

并对农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数据和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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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

平，也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人多地广，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

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2］。

共同富裕在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这一概念最早于 1953 年 12 月

16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了“使农民能够

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1955 年，毛

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3］，1955

年 1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会议告全国工商界书，又

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共同富裕”［4］，邓小平 1985 年 3

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5］，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

低收入者收入水平”［6］，胡锦涛 2010 年指出，“实现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7］，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8］，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指出在发展过程中“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提出实现共同富裕这项工作“不能等”等理念和要求，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为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出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9］，并经常强调要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10］。

关于论述共同富裕的报道甚多，如习近平［11］、吕开武［12］、余永跃［13］、

蒋文龄［14］、殷晓元［15］、艾四林［16］、张来明［17］、张占斌［18］、柴尚金［19］、

邹伟［20］、卫兴华［21］、张志丹［22］、林光彬［23］、唐任伍［24］、朱继东［25］、 

李文［26］、孟雷［27］、蓝定香［28］、陶以平［29］、吴海江等［30］、张立哲等［31］，

张琪彬［32］、徐向东［33］、杨新兰［34］、何晓玲［35］、杨世朋［36］等都从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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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全国、四川和南充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实践和举措。

南充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嘉陵江中游，是国家规划定位的成渝经济区

北部中心城市、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南充生物资源丰富，盛产多种粮食和经

济作物，尤以蚕茧、柑桔、生猪等驰名全国，是典型的丘区农业大市。粮食产

量曾连续 13 年位居四川省第一，生猪、果蔬等产量多年位居全省前列。目前，

南充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四大蚕桑生产基地和丝绸生产、出口基地之一。南

充市交通便利，区位优越，位于成都、重庆、西安三角经济区要冲，地处成渝

经济区的重要节点，自古就有“西通蜀都、东向鄂楚、北引三秦、南联重庆”

之地利。交通便捷，是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

四川省委农办按照省委主要领导指示，牵头负责四川农民共同富裕指标体

系研究，对此，省委农办 2021 年 4 月发出《关于开展〈四川农民共同富裕指标

体系研究〉课题调研工作的函》，给各市（州）下达了《四川省农民共同富裕

指标体系研究》课题市（州）调研实施方案，南充市委农办按照实施方案要求，

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全市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形成了《四川省农民共同富

裕指标体系研究调研报告》，上报省委农办，获一等奖表彰。因此，笔者为制

订南充市农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再次对全市相关指标进行了调研分析，以期

为制订南充市农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乃至四川省农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提供

参考。

2  南充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支出情况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在农村范围内所有住户家庭常住居民（指在家居

住一半时间以上的家庭成员）在一定时期（季度或年度）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收

入扣除各种费用后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

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从 2013 年起，国家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

支与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开始统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再统计农民人

均纯收入。南充市根据以前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对 2010—2012 年的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了倒推。通过对十年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支出数据

分析发现，南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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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不断增强，2035 年、2050 年收入比 2020 年分别“翻一番”“翻两番”

目标有望实现。 

2.1  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1）近年来南充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如图 1 所示，2010—2020 年，南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5263 元增至

16431 元，绝对值在全省 21 个市州中由 2010 年的第 16 位上升至 2020 年的第 15 位；

年均增长 12.1%，高于同期全省农村居民年均增速 0.7 个百分点；占全省平均收

入水平的比重由 97.5% 提升至 103.2%，逐步超越全省平均水平。

图 1  2010—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析

Figure 1 Analysis of rural residents’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from 2010 to 2020

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要比 2010 年翻一番。根据可比价计算，2020 年南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 1.35 倍，实现翻番目标。

（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在就业引导、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等利好带动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保持了中高速增长，其增收效果也好于城镇居民。图 2 表明，2013—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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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始终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城乡居民收入占比总体上

呈下降趋势，由 2010 年的 2.5 个百分点下降到 2020 年的 2.19 个百分点。

图 2  2013—2020 年期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始终高于城镇居民收入曲线

Figure 2 The curve on that income growth rate of rural residents is always higher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during 2013 to 2020

（3）收入结构逐渐优化

南充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快提升的同时，收入结构亦逐步优化，收入来源

更趋多元化。一是各分项收入增速快慢不一。四大分项收入中，财产净收入基

数虽小，但增幅最快，10 年间累计增长 499%，年均增幅 19.7%；转移净收入保

持稳步增长，10 年累计增长 390.8%，年均增长 17.2%；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

入增长相对较缓，年均增幅分别为 12.5% 和 8.5%。二是收入占比呈现“三升一降”

态势。经营净收入仍是农村居民最大收入来源，但其占比逐年下降，由 2010 年

的 48.7% 下降至 2020 年的 35.3%。工资性收入占比由 30.73% 上升至 32.0%，转

移性收入占比由 19.3% 上升至 30.3%，财产净收入占比虽小，但由 1.3% 提升至

2.4%。三是转移性收入成为助农增收第一动力。从增收贡献率看，2020 年，转

移性收入以 35.3% 的贡献率位居首位，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增收贡献率分

别为 34.8% 和 25.4%，财产性收入的增收贡献率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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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收入增长促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2010—2020 年，随着南充居民收入增长，购买力增强，消费水平也显著提

升。2020 年南充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075 元，较 2010 年的 3376 元累计增

长 287.3%，年均增长 14.5%，高于收入平均增速 2.4 个百分点。

（1）交通出行更加便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人们对出行有了更高的要

求，从而带动公共交通和非公共交通的快速发展。2020 年，南充农村居民人均

交通支出 1222 元，较 2010 年 194 元累计增长 529.9%，年均增长 20.2%，高于

消费平均增速 5.7 个百分点。

（2）恩格尔系数下降明显

2020 年南充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

数）为 37.1%，比 2010 年下降 16.4 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农村居民

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在食品支出比重下降的情况下，加大了改善生活方面

如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及服务类消费等方面的支出。

（3）“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

2010—2020 年，南充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中除居住支出比重有所上升

外（受计算口径变化影响），食品支出比重下降 16.4 个百分点，衣着支出比重

上升 0.4 个百分点。而“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中其支出比重都有所上升，其

中，其他用品和服务比重上升 0.2 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支出比重提升 3.2 个百分点，

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比重也分别上升 3.6、1.5 个百分点，教育文化

娱乐占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升级特征明显。

2.3  农民收入内部差异

（1）基本现状

按照国家统计局五等份分组标准，对全市 2016—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进行了调查，如表 1 所示，2020 年低收入组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5753 元；高收入组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7243 元，是低收入组农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 6.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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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2020 年南充农村居民各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表（单位：元）

Table 1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Nanchong by income 

group from 2016 to 2020 (Unit: RMB)

指标 2016 年 / 元 2020 年 / 元 累计增幅（%） 年均增幅（%）
全部住户 11273 16431 45.8 7.8
低收入户 4630 5753 24.3 4.4

中低收入户 8039 10853 35.0 6.2
中等收入户 10841 14317 32.1 5.7
中高收入户 13927 19224 38.0 6.7

高收入户 22100 37243 68.5 11.0

（2）趋势分析

“十三五”期间每年度农村居民高、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

收入倍差均呈现波动上涨态势，从 2016 的 4.8 倍，上升到 2020 年的 6.5 倍，

如图 3 所示，其原因主要是因 2020 年疫情暴发对全市低收入农民产生影响较

大，从就业、增收、经营各方面限制了低收入户的发展，而高收入户疫情影响

较小，收入增长较快。从指标结构看，仅有高收入户是以经营性收入为主，占

比达 47.4%；中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均是以转移性净收入为主，其占比分别达到

43.7% 和 43.5%；工资性收入在各组别占比变化不大，在 25% ～ 35% 之间；财

产性净收入在各组别的占比均偏低，最高仅占 2.9%。

图 3  “十三五”期间农村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倍差

Figure 3 Income multiplier difference between high and low income groups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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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收入组的收入均有所增长，高收入组增长最大导致收入差距加大

“十三五”期间，全市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均保持快速增长

态势，如表 2 所示，其中高收入户增长最快，比 2016 年总增幅 68.5%，5 年年

均增速 11.0%；中高收入户增长次之，总增幅 38.0%，年均增长 6.7%；中低收

入户和中等收入户位居第三、四位，总体增速分别为 35.0%、32.1%，平均增速

分别为 6.2%、5.7%；低收入户增长最慢，总增幅 24.3%，年均增长 4.4%。

表 2  2014—2019 年南充农村居民及不同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情况（单位：元）

Table 2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incomes in Nanchong, 2014-2019 (Unit: RMB)

年
全市 

平均水平
农村 

低收入户
农村 

中低收入户
农村 

中等收入户
农村 

中高收入户
农村 

高收入户
2016 11273 4630 8039 10841 13927 22100
2017 12389 5262 8744 11538 15493 24838
2018 13583 5160 9379 12897 16823 27695
2019 15027 6353 10133 13186 18269 32309
2020 16431 5753 10853 14317 19224 37243

表 2 表明，2020 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431 元，较 2016 年增

长 45.8%，年均增长 7.8%；其中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速分别快于可支配收入 3.2 个

百分点，中高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速分别慢

于可支配收入 1.1、2.1、1.6、3.4 个百分点。

由于增速差异，南充农村居民各收入户的差距越来越大，其中高收入户与

低收入户的收入差额由 2016 年的 17470 元扩大至 2020 年的 31490 元。

2.4  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探析

（1）地域差异影响

南充地势从北到南倾斜，海拔 256 ～ 888.8 m，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分析

发现，地域差异也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一定相关性。在全市范围内选取了

顺庆区（市辖区）、西充县（四川省第二批扩权强县试点）、仪陇县（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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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扩权强县试点）进行分析。顺庆区地处川东北丘陵地区，分布着河谷平坝、

浅后宽谷、中丘中谷、深丘窄谷等四种地貌。西充县地处嘉陵江、涪江的脊背地带，

属浅丘地貌。仪陇县地处四川北部低山与川中丘陵过渡地带，以低山梁丘为主。

总的来看，地理环境以顺庆区最好、西充县次之、仪陇县最差，而 2020 年农村

居民可支配收入也以顺庆区最高（20938 元）、西充县次之（16137 元）、仪陇

县最低（14479 元）。

（2）经济增长放缓因素影响

经济新常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南充乃全国经

济发展在经历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常态下经济增长放缓态势基本确立。

受此影响，财政收入增速不可避免持续走低，各级政府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领

域的回旋余地被压缩。

（3）农业粗放型增长较突出

一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南充农业以传统种养模式为主，农业发展不具有

规模性、组织性，成本高、产出低、抗御市场价格波动能力弱；二是农村经济

结构不够合理，阻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所

占比重仍然较高，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农产品加工链短，附加值低，农村居

民增收渠道不宽；三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抵御自然风险能力较弱，

也是影响农村居民稳定增收的重要因素。

（4）新常态背景下低收入群体增收困难凸显

经济常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一

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第一产业、低附加值、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

者需要有所减少，而第三产业、新兴产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资本技术

密集型对劳动者需要不断增多。在结构不断调整、用工需求对高技能人才需求

增加，而对低技术工人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原第一产业、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

从业者如无法及时对自身从业技能做出调整，就容易出现失业现象。以农民工

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普遍缺乏职业技能教育，再就业能力偏弱。二是机械化、

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机器换人工”成为趋势，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及岗位

数量将日趋减少。三是新冠疫情影响持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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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下降，与此同时，国内需求仍未对冲其影响，导致企业特别是外贸型企业

经营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影响农村居民就业 . 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低学历、

缺技术”现象较突出，就业“低档次、低附加值”比例高。

3  南充市农村低保情况

3.1  农村低保标准

表 3 和图 4、图 5 表明，近十年城乡低保标准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农

村低保标准上涨了 591%，城市低保标准上涨了 327%，农村低保标准年均增长

33.36 元，涨幅大于城市低保标准。近十年城乡低保标准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

城乡低保标准比从 2010 的 2.45 ∶ 1 下降至 2020 年的 1.51 ∶ 1。

表 3  2010—2020 年城乡低保标准

Table 3 Urban and rural minimum subsistence allowance standards, 2010-2020

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城市低保 138 175 240 240 360 370 420 460 500 540 590
农村低保 56.4 79.3 105 105 183.3 190 240 280 310 350 390

图 4  2010—2020 年城乡低保标准变化图

Figure 4 The line chart on the variation of urban-rural minimum subsistence 

allowance standards during 2010 to 2020



·63·
南充市农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研究2022 年 7 月

第 4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vr	 https://doi.org/10.35534/rvr.0403006

图 5  2010—2020 年城乡低保标准比

Figure 5 The ratio of urban-rural minimum subsistence allowance standards 

during 2010 to 2020

3.2  保障对象数

如图 6 所示，农村低保保障人数从 2010 年至 2013 年呈直线上升趋势，2013

年达到 56 万人，2014 年，开展全市低保专项治理，2014—2016 年呈短暂下降趋

势，2017 年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开展，全面摸排，及时将农村困难群众纳入农村低

保，2017 年又重回到 56 万人，2018—2020 年全市开展为期 3 年农村低保专项治理，

2018 年下降到 54 万人，降低 3.5%。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因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农村低保保障人数略有增长。近 10 年农村低保保障人数总体上

呈先升级后降再趋于稳定趋势，保障对象数基本围绕在 55 万上下浮动。

图 6  2010—2020 年末农村低保人数

Figure 6 Th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on minimum subsistence allowances at the 

end of 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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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低保补助水平

图 7 表明，近 10 年城乡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都有较大幅度提高。相较于

2010 年，农村低保人均补助水平增幅显著高于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城乡

低保补助水平增长幅度分别为 120%、196%。城乡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差距总

体上也在缩小。

图 7  2010—2020 年城乡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变化图

Figure 7 The change of monthly per capita subsidy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low 

income insurance in 2010-2020

综上所述，无论是低保标准还是低保人均补助水平，城乡的差距都在缩小，

这与国家历年来加大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密

不可分。

4  南充市农村住房基本情况

南充市辖 3 区 1 市 5 县，是四川省第二人口大市，总人口 760 万，其中，

农村人口约 534 万人，2019 年底农村房屋面积 255.30 万 m²，估算现有农房 134

万户，户均住房面积 116.82 m²。农村住房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也是一笔重

要的固定资产。从 2009 年起，以解决困难农民群众的基本住房安全为目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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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渔民上岸安居工程、农村土坯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住房保障政策，投入专项补助资金约 95.64 亿元，约 39.5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一般

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实现了人人住有所居。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胜利，农民收入不断

增加，农村住房建设也在不断加快，群众对农房外形、样式、功能的追求也在

不断提升，一座座新居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南充农村住房面貌正在加速改写，

但在村庄布局、风貌设计、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突显，存在的主

要问题如下。

（1）农房风貌设计图集出新间隔久

近年来，社会发展迅速，群众对农房外形、样式、功能的追求也在不断在变化。

市上 2005 年编印《南充市村镇建筑设计图集》，省建设厅 2009、2010 和 2013

年分别编印《四川省农村建设农房设计方案图集》《四川省村庄建设规划方案

图集》《四川省新村建设农房设计方案图集》等建设图集，发到各市（州）、

县和乡镇，供建房村民免费使用，但有些样式或户型不能很好地满足群众现在

对新建房屋的需求。因为经费有限，市、县两级也不是每年编制一套新的建房

图集，因此一些新的想法和群众需求未及时在图集上体现。

（2）建筑风格杂乱无序特色不明显

目前农民建房大多为自建房，自己找工匠、自己设计、无正规设计图纸，

一个村或者眼前一片多种风格，五花八门。加上村庄布局上没有严格的村庄建

设规划管控，民居的布点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许多农房建成后通风、采光、

交通、消防等不符合居住环境要求，原有建筑、周边环境融入度不高。

（3）彩钢棚圈舍乱搭乱建现象突出

在农村，小楼房楼顶漏雨、遮阳隔热随便搭彩钢棚，养鸡养鸭发展小产业，

鸡鸭棚就在主体居住用房旁边搭建，样式大小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厨房、

柴房、生产用房等生活附属设施用房，群众为生活生产方便，一般也是根据自

身需要的大小、样式搭建。近年来，乱搭乱建虽然整治得有些好转，但是现象

仍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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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废弃闲置农房规范处置难度大

农村建房缺乏严密有序监管，在新房建成后旧房拆除不及时，同时随着大

量年轻人进城务工在城镇购房、租房，农村闲置房屋大量增加，“一户多宅”

的现象十分普遍。有的危旧房、闲置房连片区集中，形成“空心村”与“烂心村”

交织现象，不但资源浪费严重，还影响新农村风貌格局。对于危旧房拆除大多

数县（市、区）都没有出台拆除危旧房政策办法，单靠强拆难度大，执行困难。

（5）房屋质量标准低

一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虽然高于城市，但从住房的结构类型来看，农村人

均钢筋混凝土房屋占比较低，居住条件有待提高；二是村容村貌整体规划没有

通盘考虑和长远打算，农户是各自为政，农户新建房屋不少，但村容村貌没有

大的改观；三是部分在外务工人员在外购房，未对农村土木结构房屋进行改造，

造成仍有不少土木结构房屋存在。

5  南充市农民工基本情况

5.1  农民工就业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量进城务工，逐渐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约定俗成称谓。

2006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农民工定义，

2020 年，国务院颁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更新农民工定义。

2014 年 3 月，全省启动农村劳动力实名制登记入库及动态管理工作，南充

于 4 月启动。据统计，如表 4 所示，2014 年转移就业农民工 221.1 万人，2015

年转移就业 225.7 万人，2016 年转移就业 226.4 万人，2017 年转移就业 227.4 万

人，2018 年转移就业 223.96 万人，2019 年转移就业 223.16 万人，2020 年转移

就业 223.07 万人，2021 年转移就业 223.07 万人。

结合实际来讲，受工作变动、节日返乡及统计监管方式的变化，农民工

就业人数存在小幅度波动，上述数值除 2021 年转移就业人数外，均属于最高

值。2014 年来，全市农民工转移就业人数一直保持在 220 万以上，就业形势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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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4—2021 年农民工转移总量表

Table 4 Total transfer of migrant workers, 2014-2021

年度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转移总数量 / 万人 221.1 225.7 226.4 227.4 223.96 223.16 223.07 223.07

5.2  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

2015 年来，南充市委、市政府先后下发了《关于支持农民工和农民工企业

家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关于鼓励在外南充籍乡友企业家返乡发展的实施意见》

《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创客南充“奔云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南

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充市促进返乡下乡创业二十二条措施〉的通知》

《中共南充市委办公室 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充市加强农民工服

务保障三十九条措施及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

随着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全市对外开放领域越来越广，返乡创业支持力

度越来越大，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高涨。表 5 表明，2015 年来，全市累计新增

农民工返乡创业 3.56 万人，其中，2015—2020 年返乡创业分别为 3017 人、3742 人、

5074 人、6445 人、5003 人和 9378 人，2021 年一季度返乡创业 2948 人，农民

工返乡创业人数基本呈现出逐年上涨趋势。

表 5  2015—2021 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表

Table 5 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2015-2021

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一季度）
返乡创业 / 人 3017 3742 5074 6445 5003 9378 2948

5.3  农民居民社会保障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覆盖农村居民规模最大、

参保人数最多的养老保险制度。截至 2021 年 3 月，全市共 299.2 万人参保，其

中缴费人数为 52.54 万人，征收基金 5.62 亿元，为 122.78 万城乡居民发放基本

养老金 4.3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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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存在的问题

（1）农民工工作体制不健全

九县（市、区）均已成立农民工服务中心，但在归口设置上有人社部门管理、

县政府直属等情况，没有形成统一归口管理，不利于农民工工作发展。

（2）农民工技能培训不足

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2019 年来，全市大力实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累计培训各类人员 10 万人次，但参训农民工基本都属市内

务工者，市外务工农民工参训人数少、参训意愿也不强。随着时代发展，企业

倾向于招聘专业技术和熟练工人，不少农民工达不到企业规定的文化水平、专

业技术、熟练程度等用工需要。

（3）工作认识存在偏差

部分单位对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不够重视，认为市场行为不宜进行干预，

部门协同作用发挥不够。组织手段传统，主要通过逐级下发文件，由县（市、区）、

乡镇和村社干部以一般性开会动员方式，组织引导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效率

不高。回引对象单一，动员农民工返乡更加倾向于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成功人士，

对数量更多的小微创业者、新生代农民工等群体关注度不够。

（4）营商环境有待加强

近年来，随着“温暖人社”“最多跑一次”等政府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开展，省、

市先后出台了大量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各级部门服务意识提升，但

与现实需要仍存有差距。如西充县元斗桃园总经理高元斗反映，返乡创业过程

中存在部分农户不愿将土地流转，政府又不能过多干涉，导致产业无法整片推进，

从而影响产业发展。加之返乡创业从事种养殖项目的占大部分，农村地区交通、

物流、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欠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太大，增加了创业成本。

另外，受土地“红线”政策等因素影响，一些电商、小作坊、农家乐、种植养

殖所需生产用房、仓储设施等建设用地往往难以解决。

（5）农民居民社会保障方面主要表现为待遇水平较低

2020 年，全市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完成了第四次上调并给予了政策倾斜：

一是中央财政在 100 元基础上涨 5 元，二是省级财政对 65 ～ 79 岁和 80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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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领待人员分别在原待遇基础上加发基础养老金 2 元和 5 元。待遇调整后，

全市平均待遇领取水平为 123.09 元 / 月。而全市 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为 11077 元，全年总共 1477 元的养老金收入仅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13.33%，离实现社会保障“保基本、兜底线”的目标相差甚远。

6  银行保险支持农民共同富裕的现状

6.1  银行业支持现状

（1）加大信贷投放满足“三农”融资需求

银行业机构以完成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贷款平均增速的考核目标为

导向，支持做大做优“涉农”企业，切实稳定农民就业。截至 2021 年 3 月末，

全市银行业机构涉农贷款余额 1212.09 亿元，比年初增加 42.77 亿元，增长 3.66%。

（2）提供综合服务优化融资环境

一是优化服务渠道。银行业机构以增设物理网点、布设自助机具、建立农

村金融综合服务站、扩大线上金融覆盖面等方式不断延伸金融服务触角，满足

农村人口的支付结算需求。截至目前，全市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已实现金融服务

行政村覆盖率 100%。二是强化金融宣传。全市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开展“送金

融知识下乡”“金融知识进万家”和“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专项宣传活动，

2021 年 1 ～ 4 月已举办线上线下宣传活动共计 1498 场（次），惠及人数 513 万

人（次），有效提升农村人口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金融知识水平。

（3）健全农村信用体系

一是开展农户评级授信。全市银行业机构约对全市 315 万实名登记在库的

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评级，其中对转移输出到市内的 41.4 万农民工进行了授信。

二是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评级授信。采取乡镇“分片包干”形式开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信用建档评级工作，力争在 2023 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实现对经营

主体“能授尽授”，合理用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6.2  保险业支持现状

2020 年全市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 2.32 亿元，同比增长 89.84%，参保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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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万户次，保险保额 98.22 亿元。

（1）农险承保机构不断增加

2019 年前，人保财险公司市场份额始终保持在 80% 左右。近年随着农业保

险市场的放开，全市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已由原来人保财险公司 1 家增至 8 家。

（2）农险保障范围不断扩大

2006 年试点初期，主要开展了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作物保险。2013

年《农业保险条例》正式实施后，又推出了能繁母猪、育肥猪、小家禽（鸡、鸭、

鹅）养殖等一系列特色农险品种，逐步构筑了支持“三农”发展的风险保障体系。

（3）农业保险补贴力度不断加大

补贴范围扩大，从水稻、森林等主要品种逐步扩大至对特色农产品农业保

险补贴，有效促进了全市特色农业发展。

6.3  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农业农民自身融资能力较弱

一是创业风险较大。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对市场需求的判断，经营

理念较为落后，在经营出现困难时，又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化解。二是缺乏有

效抵押担保物。除了农村住宅外，农民普遍缺乏有效抵押物，贷款担保人一般也

为农民，本身财力有限，故难以达到贷款准入条件。三是诚信意识有待提高。部

分农民缺乏个人信用意识，存在较多的不良信用记录，难以在银行获得贷款。

（2）银行保险服务水平仍需提高

一是服务模式仍较单一。银行服务仍以贷款为主，信息咨询、技术指导、

产业规划等延伸服务仍然较少。二是缺乏农险专业人才队伍。农业保险专业性强，

而目前经营农险的保险公司在组织架构、专业队伍建设和业务技术水平上仍处

于较低阶段，服务能力相对有限。

（3）银行保险产品创新仍然不足

一是农民贷款仍以传统的农户小额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为主，难以满足创业

农民多样化的融资需求。二是近年来，全市花生、油菜、水果等特色产业种植面积

逐年上升，但开办的特色农业保险险种不多，难以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一些农产品流通及市场经营环节中面临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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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长期得不到保障，价格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巨灾风险等多样化保险产品欠缺。

7  对策建议

（1）稳定就业，夯实居民增收基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国际环

境日趋复杂、国内消费投资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经营环境恶化都给

就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面对严峻形势，更要把稳就业作为

当前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一是积极帮助企业走出困境。二是

鼓励多形式就业。引导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鼓励自主创业、灵活就业，鼓

励失业人员利用好政策优惠来实现就业。三是加强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就业

人员技能，提升就业率及就业质量。四是加强劳动就业数据分析。加强部门数

据整合，建立有关部门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构建就业监测体系，提高数据准确性。

（2）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释放消费潜力

数据显示，尽管“十三五”南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但不同收入群

体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呈现出收入越高增速越快的特点，不利于消费需求

的进一步扩大，需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总体思路为“提低”“扩中”“调高”，

逐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提低”就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持续关注农村返贫风险户和边缘户，加大“兜底”保障投入，

确保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扩中”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调高”就是调节高收入群体不合理、不合法、

不公平的收入，规范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3）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

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意愿更加强烈，反映在消费上不仅是量的增加，更

应是质的提高，要积极对待消费领域涌现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内容，为消费

的扩容提质提供良好环境。一是推动重点消费领域发展，如信息消费、绿色消

费、旅游消费、健康养老家政消费、教育培训消费等方面，要放宽市场准入门槛，

推动社会资本进入，以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二是重视新型消费模式

崛起，大力发展“互联网 + 服务”消费模式，激发消费提质内生动力；三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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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消费机制体制，建立网格化线上线下市场监管网络，实现商品来源可追溯，

保证市场公平交易。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并完善企业信用评价机制，保障

消费者基本权益，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4）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通过大力实施脱贫攻坚，补齐全面小康“三农”短板，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但城乡居民收入、农村居民内部各收入户的绝对差距进一步拉大。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是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下一步，通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将经济增长红利以及民生投入等“蛋糕”适度向乡村倾斜，

特别是要消除制约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让农村地区、农业产业留住农民，

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进一步增加获得感。尤其是扶贫时部分非贫困村

和非贫困户收入略高于贫困村、贫困户而未获得扶贫支持，这些非贫困村和非

贫困户现在收入已低于，有的甚至远低于脱贫村和脱贫户，而且，脱贫村和脱

贫户还有 5 年“四个不摘”过渡期，而非贫困村和非贫困户就没有这样的扶持政策。

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扶持政策对收入不高的非贫困村和非贫困户要适当

倾斜，以带动他们尽快实现振兴。

（5）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农民增收的宏观支撑

国家在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夯实经济快速增长的产业基础、切实增

加就业岗位，做大“蛋糕”让农民在经济大发展中获得更多实惠。一要拓展就

业空间。当前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形势良好，但满产达产仍不乐观。国家要更大

力度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已复工复产的企业尽量满产达产，以

稳定或增加就业岗位。二要让农民出得去、能就业。从国家层面看，更大力支

持各地进行劳务区域合作，解决“找工难”与“用工难”区域性、结构性劳务

供需矛盾。支持跨区域劳务合作，有组织地引导农民工外出，不断拓宽农民工

就业渠道。鼓励劳务输入地为农民工创造生存生活条件，特别在教育、医疗、

住房等公共服务条件给予本地市民同等待遇乃至适当倾斜，让农民工融入当地

生活。三要让农民留得住、有就业。对在本地创业发展的企业或个体业主，国

家出台激励政策，鼓励企业或经营业主尽可能多地使用本地居民到其企业、园林、

基地就业务工，不仅让企业或经营业主得到发展，而且也使当地居民收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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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增长，实现业主和居民“双赢”。

（6）强化培训力度，提高农民工从业素质

要推行落实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是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与水平

的重要途径，有助于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寄带回收入。一是落实农民工

免费教育与培训政策。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增加地方专项培训经费，鼓励各级政

府同步推进农民工文化水平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进一步促进农民工个人能力全

面提升。发挥好政府补贴政策效应，开展“机构接单、政府买单”的培训服务模式，

鼓励更多优质民办培训机构参与培训服务；同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开展“订

单式”培训，引导职业培训更适应产业升级和企业岗位需要，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

二是提升培训质效。在返乡农民工中乃至在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中积极推广“线

上 + 线下”培训模式，营造“培训对象普惠化、培训资源多样化、培训方式灵活化”

良好环境，全方位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就业渠道。

（7）不断丰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绝对贫困已成历史概念。农村低保保

障对象中多为因重大疾病、重度残疾、子女就学等导致的支出性贫困，低保家

庭中长期存在因病因残因学的刚性支出，致使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低保标准。

建议不断丰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强化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应急等专项

救助，进一步加大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的力度，为困难群众构建起涵盖民政、

教育、人社、住建、医保、应急、乡村振兴等部门的专项救助为主体、社会力

量为补充的分类分层、梯度有序、饱含温度的大救助体系。

（8）加强新建农房管理，提升规划设计水平

首先，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指导性和严肃性。结合农

村住房建设实际和当地自然环境，合理地编制乡（镇）、村住房建设规划，把

农房建设纳入全市总体规划布局，统一规划管理，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指导性

和严肃性。结合“美丽南充 宜居乡村”建设行动，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因地制

宜编印农房设计图集，免费提供村民选择采用。在具体操作中，针对农业生产

和农民生活习性，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考虑现实需要、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和农

村未来发展趋势，把握建筑与环境、人文、地理的协调性，营造农村住宅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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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美，提升农村住宅艺术品位，实现实用性和前瞻性有机结合。

其次，结合不同地域特征，提升乡村建筑风貌。坚持传承历史文化与塑造

现代风貌相结合，既重视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利用，又合理运用现代技术和生

态环保材料，采用现代建造方式，体现时代特色。按照当地风俗文化，挖掘其

地域特征和传统文化习俗，打造小片、聚集各具特色、各具其美的宜居乡村，

提现地域特色。充分发挥山水林田湖草和路桥、水利等设施对乡村风貌塑造提

升的重要作用，结合沿线产业发展、“四好农村路”和村内道路硬化等工程，

沿线连片提升风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整村推进农房外立面改造，鼓励各县（市、

区）打造地域特征鲜明的乡村风貌一县一品牌，但不得过度装饰和大拆大建。

再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危旧农房改造。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实现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有保障为根本，建立农

房定期体检制度，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日常维修管护。规范

新建农房规划审批，坚决遏制新增农村违法违规建房行为。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

依法通过有偿转让、有偿调剂、有偿收回等方式，引导村民有序规范退出宅基地。

合理利用农村危房改造、农村土坯房改造项目，加快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

最后，做好改革“后半篇”文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聚焦“两项改革”

后的新形势、新问题，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质量、增强服务能力、提高

治理效能为重点，大力实施“两不一增”专项行动（不过度建设市政设施、不

降低维护管理水平、增强村镇建设管理能力）。提升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逐

步优化，运营管护长效机制不断健全，村镇建设管理能力有效增强。以“厕所

革命”提升行动为契机，提升农村厕所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统筹推进农

村卫生厕所建设，切实改善农村居住条件。

（9）全方位保障农民就业

首先，全面落实就业促进措施，增强农民工就业吸附力。加大援企稳岗力度，

落实涉企减税降费、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积极支持本地企业

吸纳农民工。利用招商引资、市内重大项目推进等机遇，大力发展新经济、新产业、

新业态，挖掘开发新岗位，努力拓展市内就业新空间。办好春风行动、农民工招聘

会等专场招聘活动，依托南充公共招聘网、四川农民工服务网、各类就业宣传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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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推送岗位进村入户，帮助农民工实现就业。

其次，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工就业竞争力。将农民工纳入终身职

业培训体系，围绕南充“100 件大事”“五大百亿战略性新兴产业”“5+5”现代产

业体系、南充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部署，结合农民工就业新动向、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新特征，大力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返乡创业培

训计划等，不断提高农民工整体技能水平。积极开展劳动技能竞赛，鼓励引导农民

工参加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比赛，做强“果城月嫂”“德乡人”等劳务品牌，做大

南充服务业产业规模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农民工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

再次，精准实施人才回引创业，增强农民工就业带动力。全面贯彻落实南

充市促进返乡回乡创业 22 条措施，精准实施优秀农民工回引创业。降低创业门槛，

支持农民工利用电子商务创业，对有创业意愿和本领的返乡农民工，做好政策

咨询、项目指导、创业培训、跟踪服务等创业服务，积极动员广大返乡农民工

到农村创新创业。加强创业要素保障，深入推动返乡创业孵化园区建设，优化

创新创业环境，大力宣传返乡创业政策，加大担保基金池注入和创业贷款放贷

力度，持续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最后，切实发挥政策促进作用，增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力。一是通过完善机

制实现待遇正常调整。参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调整办法，采用普遍调整和缴

费年限、缴费水平挂钩相结合方式，突出灵活性与差异性，争取每年对基础养老

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进行调整。这样既加强群众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意识，又

让已领取待遇人员更有盼头，使待遇增长成为一项常规工作，推动城乡居民社会

保险待遇调整机制愈加完善。二是加大财政投入实现待遇稳步增长。2020 年全

市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 16.85 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基础养老金支出

14.40 亿元，占总支出的 85.45%。由于财政补助是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基金最主要

来源，所以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时对城乡居民保底适度倾斜，以及中央和地方财

政预算分摊格局的进一步优化，是提高城乡居保待遇水平最重要资金保证。

（10）刺激创业

首先，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完善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平台，整合财税、

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社保等部门涉农信用信息和风险信息，切实提高农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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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准确性和完整性，在信息查询、供需对接、抵押登记等方面为供需双方

提供便利，有效降低农村信用信息获取成本。净化农村信用环境，推动信用乡

村建设，完善对逃废债行为的联合惩戒机制，多部门联合化解农村各类信用风险。

其次，接续做好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金融支持。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在过渡期内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支持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结对帮扶和定点

帮扶工作，继续实施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结对”帮扶。深入扎实做好脱贫人

口小额信贷工作，继续对建档立卡已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发放的小额信用贷

款给予适当的财政贴息，支持脱贫人口通过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再次，激发农村人口创新创业活力。建立创业指导机制，加强对农民工返

乡创业各项政策宣传力度，针对农民创业开展系统培训、指导，根据实际推介

好的创业项目。有条件乡镇可探索建立农村青年创业服务站，为农村创业青年

提供信息和技术咨询、技术指导、产业规划等一站式服务。

最后，提升银行保险服务质效。一是强化金融产品创新。积极开展“两权抵押”

等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扩大抵押担保物范围，积极盘活农村资源，大力开发

信用类贷款产品。积极开发与特色农业相适应的农险品种，探索开发价格指数保

险、天气指数保险等创新型业务，加快普及涉农普惠保险业务，实现小额人身保险、

农民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保险产品在农村地区全覆盖。二是不断拓展服务模式。

开发完善信息咨询、技术指导、产业规划等综合金融服务，开发完善农民工或用

工企业专项保险产品，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三是切实给予贷款优惠。利用支农

再贷款、小额贴息贷款等政策，适当降低贷款利率，切实减少创业贷款成本。

8  相关数据及趋势预测分析

（1）2035 年和 2050 年分别实现“翻一番”和“翻两番”

依据“十三五”期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到 2025 年，全市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突破 2.5 万元，2035 年收入比 2020 年有望实现“翻一

番”，2050 年收入比 2020 年有望实现“翻两番”。

（2）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直接纳入指标体系

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直接纳入指标体系，不看绝对值差距，从比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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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减可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情况。根据“十三五”期间数据分析

推测，到 2035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有望降低至 2.0 个百分点以下，到 2050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比 2035 年有望继续下降。

（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纳入指标体系

建议将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纳入指标体系，从同比增减可看出农村居民

的生活水平情况，也可以从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判断农民生活是否达到富裕水

平。根据“十三五”期间的数据预测，到 2035 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望降

低至 33% 以下，到 2050 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望降至 30% 左右，完全达

到富裕水平。

（4）降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从整个“十三五”期间数据可以看出，全市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稳定维持

在 40% 左右，基本达到国际公认的小康水平，预测“十四五”期间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全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将进一步降低，农民生活质量将持续改善。

（5）大力实施农村教育提升工程  

农村学校留守儿童占据较大比例，隔代教育情况突出，实际监护人“重温

饱、轻教育”，“重分数、轻习惯”，导致农村学生综合素质不高，农村有效

教育途径单一，对学校、教师依赖程度极高，教育效率较低。下一步要大力实

施农村教育提升工程，通过撤并、改造和新建学校等方式，合理调整校点布局，

改善中心学校教学条件，探索学校联盟、捆绑、结对办学及资源共享机制，实

施精细化管理，建立学校运行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办学差距，达到城乡教

育优质均衡。

（6）进一步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农民技能培训主要是转移劳动者技能培训，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占比极小，

远远不能满足当地农业生产现代化需要。预测“十四五”期间，随着农业产业

化发展进程逐步深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将稳步提升。

（7）加快 5G 网络建设进程，提高宽带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偏远乡村仍存在采取成本较低的直播卫星的方式收看电视的现象。手机业

务的快速发展，很多信息和娱乐可以通过手机快速获取，收看电视的居民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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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少，电视使用率有所下降。三是 5G 基站建设成本高、运维要求高，目前尚未

大面积普及。预测“十四五”期间，随着乡村建设行动的逐步推开，全市 5G 网

络建设将加快进程，宽带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将不断提高。

（8）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明显改善人居环境

近年来，全市按照中央、省、市关于农村“厕所革命”工作安排部署，结

合脱贫攻坚工作，通过新农村建设、农村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三建五改、

地质灾害搬迁等，大力实施农村厕所改造，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持续提高，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预测“十四五”期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将获得更大支持，

卫生厕所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将逐步普及。

（9）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降低农村低保对象，提升保障和补助标准

2020 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接下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主要是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防止大规模返贫现象发生。近 5 年来，全市农村低保对象保持在 55 万

人左右，预计“十四五”期间农村低保人数较为稳定。随着经济社会的健康发

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农村低保对象总体呈下降趋势，保障标准和补

助会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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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in Sichuan Province,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in 

Nanchong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Nanchong Survey, 

and Nanchong’s collective well-being index system for farmers was analyzed. 

It integrally analyzed the situation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PCDI) and 

expenditure of rural residents in Nanchong, the situation of rural low income 

insurance, the basic situation of rural hous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ank as well as  insurance support for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the data and trend of the relevant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indicator system were forecast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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