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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在升级，从“有啥

买啥”到“啥好买啥”

“喝的是长江水，吹的是山里风。我家的橙

子瓤甜汁多，买得放心，吃得健康。”向昌玉举着

手机，笑声爽朗。三峡人家的流水浮云、橙红树

绿记录在镜头里，网友们直呼新鲜。

一部手机改变生活。向昌玉家住湖北省

秭 归 县 水 田 坝 乡 王 家 桥 村 ，直 播 带 货 是 每 天

少 不 了 的“ 农 活 ”：“ 过 去 用 老 人 机 ，只 能 接 电

话 。 换 成 智 能 手 机 ，我 能 聊 微 信 、拍 视 频 ，让

橙子从大山走进大城市。”向昌玉对于手机这

个“ 新 农 具 ”格 外 在 意 ，“ 画 面 拍 得 好 ，网 友 点

赞多，最近我相中了一款拍摄功能强的，过几

天就去买回来。”

村里光纤网络、移动信号全覆盖，许多村民

搭上了互联网快车。“以前要到邻居家蹭网，现

在接上网线，网速噌噌的，随时随地能上网！”向

昌玉说。

消费升级体现在生活点滴中。过年期间，

向昌玉忙前忙后招呼亲戚，清水炖土鸡、红烧

鱼、腊猪蹄……餐桌上摆得满满当当。“土鸡味

道鲜、有营养，年前专门买了 5 只。”她家储物架

上，肉蛋奶、新鲜蔬菜琳琅满目，还备了不少时

下流行的保健品。

看质量，看牌子，还要看个性，向昌玉的消

费观念也变了：“衣服款式新，鞋子穿着软乎，咱

现在不仅图穿得暖，更图穿得好。”

从吃穿用度到家具家电，乡村消费升级态

势明显：结构不断优化，不仅有量的增长，还有

质的提升。数据显示：2021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15916 元，实际增长 15.3%。其中，交通

通信支出 2132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5.8%；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 1645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25.7%。

农民“购物车”连着增收账本。“蜂蜜红薯软

糯香甜，一箱 8 斤 88 元，口感佳、寓意好，订单不

断。”河北省邱县后段寨村村民刘艳霞从年前忙

到年尾，合作社一年卖了 7000 多吨红薯。

“腰包鼓了，日子好了，咱要亮亮堂堂、热热

闹闹过节。”刘艳霞乐呵呵地说，“年前腾不出

手，我就约了家政公司，屋内屋外扫得干干净

净。我还买了十几盒大礼包走亲访友。糖果瓜

子、新鲜蔬菜、牛奶零食，在县城大超市买得足

足的。”

刘艳霞还迷上了网上购物。“下单买了海

鲜，春节和亲戚们尝尝鲜。网上家电样式多、价

格便宜，我买了净水器、电饭锅。五花八门的产

品任意挑，没几天快递就到了，真是方便。”

乡村消费好势头的背后，是农民越来越鼓

的“腰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 59265 亿元，增长 12.1%；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931 元，增长 10.5%。“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不断落地，乡村产业快速发展，让

农民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中国社科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

消费更方便，从“盼赶

集”到“随时买”

装修新房、搬进新居，今年春节，山东省嘉

祥县梁宝寺镇曹北村村民曹景平喜事不断：“俺

两口子喜欢简约风，家里看着舒服、住着敞亮。”

曹景平的新家温馨整洁，3 米长的灰布沙

发、2 米宽的大床、三四种网红墙漆……“镇上就

有家具城，送货上门，我一口气买齐了。这搁以

前可不行，要找大车去 40 多里外的县城一趟趟

拉，太费工夫。”曹景平坦言。

“镇里商场挺多，卖啥的都有。优惠力度

大，维修有人管，买着放心。”曹景平说，“我买

了四开门变频电冰箱，电视换成大屏幕，微波

炉、空气炸锅一溜排开。布置新家，总共花了 3

万多元。”

“买大件到镇里，平时用的吃的，家门口就

能解决。”村里有好几个便利店，米面粮油、瓜果

蔬菜、五金百货一应俱全。曹景平骑着小三轮，

几分钟就到了。“俺村还有家 24 小时营业的超

市，遇上缺盐少醋的，再也不愁了。”

“以前想买点啥，得掐着手指头去赶集，一

次买好几天的菜，到后头菜都放蔫了。现在随

时买，吃得新鲜。”曹景平感慨。

在嘉祥，县里有大型购物中心，镇上有综合

商店，村里有便民商店，商业圈覆盖越来越多的

村民。“结合人口分布、消费习惯，县城改造提升

综合商贸服务中心，乡镇完善购物、娱乐设施，

农村强化便民服务能力，县乡村联动织密商业

网点。”嘉祥县商务局副局长朱振虎介绍。

看全国，县乡村商业体系建设不断推进，进

一步激发消费热情。商务部提出，“十四五”期

间着力建立完善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

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农村商业体系，补齐农村商

业短板，提高农村商业发展水平。

乡村消费“硬条件”优化的同时，“软环境”

也不断改善。

“村里超市货物齐全、进货渠道放心。到购

物中心、专卖店买东西还有售后服务。”嘉祥县

满硐镇上吴村村民宋思朋说起变化，“以前我们

都是赶大集，买到不称心的，找不到人，常常‘追

一只鸡，搭一头牛’。”

设立“集长”、市场监管所定期检查……一系

列举措出台，让农民群众买得放心。“食品烟酒、

服装鞋帽等是重点抽查品种，节日前后是重点监

管时段，农贸市场是重点防范区域。我们列出问

题清单，严打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行为。”嘉祥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可心介绍，去年完成县

级食品抽检 2830批次，规范农村大集 12处。

各地重拳出击，营造风清气朗的乡村消费

市场。2020 年 10 月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

门在全国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

动，截至目前，共查处违法案件 16.2 万件、查扣

违法产品 4369 吨。

基础设施提档，物流网

络补链，释放乡村消费潜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

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乡镇和

村两级消费市场占我国消费市场总体的 38%，

消费潜力大。

嘀嘀嘀，清亮的喇叭声回荡小山村，小客车

驶来了。“出门水泥路，抬腿上客车，坐车到镇

里，20 分钟就能到。”四川省丹棱县张场镇廖店

村村民廖秀芬挎着大包小包，“去镇里买了点新

鲜菜，招呼亲戚们。”

山叠叠、路弯弯，廖店村深藏在大山里。“过

去一年到头出不了几趟门。”逢年过节，廖秀芬

攀坡越岭，走 11 公里山路赶集，背上的竹篓塞得

冒了尖，“买家具家电，车开不进来，就得找壮劳

力扛到家。”

不让大山阻隔农民的消费热情。丹棱县推

动农村公路通村组，完善乡村客运体系，全县所

有乡镇建起农村客运站，建制村客运覆盖率达

到 100%。奔驰在山乡道路的客运车，连通了城

乡，对接了供需。

“一天两趟车，啥时候想买啥时候买，大件商

品也能送上门。”廖秀芬感慨，“客运站就建在家

附近，前几天，我才逛了趟集市，买了身新衣服。”

农村地区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激

活乡村消费提供坚实支撑。目前我国具备条件

的建制村 100%实现了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

路。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实

现“村村通宽带”，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 59.2%。

挖掘乡村消费潜力，畅通物流是关键。各

地不断探索，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天麻麻亮，车灯照着蜿蜒山路，来自江西省

安福县严田镇南村村的物流员彭智豪开着面包

车，赶往 9 公里外的仓库。扫描、录入、分拣，一

件件快递从这里出发，将送到附近的 50 多个乡

村门店里。

“从总仓、分仓再到千家万户，中转少、速度

快，离得近的，前一天下单，第二天就能收到。”

彭智豪介绍。

一件件快递，显示了乡村消费的火热。“学

会了智能手机，坐在家里就能‘逛’全国。”54 岁

的严田镇青桥村村民彭秋强感慨。

目前全国 98%的乡镇有了快递网点，建制

村快递服务通达率持续提升。截至去年底，全

国行政村实现快递直投的比例超过 80%。“让村

民切实享受互联网便利，要持续推进物流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快递点布局、发展冷链物流，整

合交通、邮政、快递公司等资源，不断疏通农村

消费最后一公里。”李国祥建议。

乡村消费天天旺 农民生活步步高
本报记者 王 浩

核心阅读

春节是消费旺季，也是观
察农村消费动向的窗口。在广
袤农村，农家小院装上智能电
器，家家餐桌追求健康绿色，线
上下单成为新潮流，从千家万
户的春节“购物车”里，感受到
农村消费的热乎气，折射出乡
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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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农民
持续增收，要
加大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支持
力度，深化改
革 激 活 农 村
“ 沉 睡 ”的 资
源，千方百计
让想外出的农
民实现高质量
就业，让想留
乡的农民家门
口增收

正 月 里 年 味 浓 ，

浓浓的年味背后，是

乡亲们持续增收的好

势头，是芝麻开花节

节高的好日子。

贵州省安龙县栖

凤街道幺塘村村民韦其

莫，忙着将新鲜木耳采

摘装箱，“跟着龙头企业

干，有奔头，第一茬就卖

了10多万元哩。”

来自四川省南充

市高坪区的满英，经

过多项技能培训，成

了一名金牌月嫂，“现

在一个月工资能挣 1
万多元！”

湖南省龙山县石

牌镇桂英村，通过发

展百合、葡萄等特色

产业，去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 20 多万元，乡

亲们领了分红过了个

好年……

农 业 农 村 工 作 ，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

农民收入是关键。去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18931 元，增长 10.5%，连续 12 年高

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在多重不利因素影响

下，农民增收延续了多年的好势头，来之不

易。尤其是从收入结构看，越来越多的农民

通过经营、务工或盘活集体资源等多元渠道

增收，后劲越来越足。

农民收入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水平，关乎

乡村发展的质量与后劲。当前，我国经济面临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保持

农民增收好势头还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如

何确保农民持续增收？关键在于精准施策，让

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

转移性收入每一项都能持续增长。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去

年 ，全 国 农 民 人 均 工 资 性 收 入 增 长 14.1% 。

接下来，要继续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通

过跨省劳务协作、有组织劳务输出等措施，推

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同时，要花大力气发

展乡村富民产业，发挥好县域经济就业蓄水

池的作用，鼓励返乡入乡人员创新创业，让更

多农民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

产业经营收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既要向高质量发展要效益，通过补齐产业短

板，做强优势，打响品牌，畅通销售，推进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确

保农业丰产又丰收。也要向降低成本要效

益，通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健全农业专

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节本增效。还要

注重延链增效，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把更

多的产业链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从当前农民收入构成看，财产性收入占

比不高，但潜力不小。下一步，要在坚持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稳步深化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激活农村“沉睡”的资源，增加农民

财产性收入。加大面向小农户的农业支持保

护力度，健全低收入农户常态化帮扶机制，强

化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精准度，增加农民转移

性收入。

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的田野上春潮涌

动。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力度，稳扎

稳打推进“三农”工作，乡亲们的腰包会越来

越鼓，日子越过越殷实！

让
乡
亲
们
的
日
子
越
过
越
殷
实

郁
静
娴

走 进 湖 南 益 阳 市 资 阳 区 左 家 仑 村 孙 新

民 家 中 ，目 光 所 及 处 处 整 洁 干 净 。 中 午 刚

做 过 饭 的 灶 台 锅 边 ，用 手 一 摸 ，没 一 丁 点 油

腻 ；就 连 后 院 的 柴 火 ，也 码 成 长 方 体 。 孙 新

民 得 意 地 介 绍 起 10 年 前 自 己 设 计 的 化 粪

池 ：“ 发 酵 后 的 粪 渣 可 以 做 肥 料 ，过 滤 后 的

水 可 以 用 来 浇 地 ，地 埋 式 设 计 ，就 是 三 伏

天 ，也 没 一 点 臭 味 。”

小厕所，大民生。近年来，资阳区大力整

治农村人居环境，统一推广一体式玻璃钢三格

化粪池，以每户 1800 元的标准奖补。“群众投入

劳力，自筹 200 元左右，就能用上水冲厕所和三

格化粪池。如果再买一个微电机，一年花 30 多

元的电费，就可以实现小菜园自动滴灌。”资阳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局 长 郭 智 高 说 ，去 年 全 区 建 成

2.1 万个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全区卫生厕所覆

盖率达到 88.6%。

走进孙新民家的菜园，电泵声响起，粪池

内 的 过 滤 水 从 橡 胶 管 缓 缓 流 出 ，浇 灌 菜 地 。

菜园中央，埋在土里的圆形大容器，是密封式

沤 肥 池 。“ 剩 菜 剩 饭 、杂 草 菜 叶 ，都 可 以 丢 进

去，过个十天半月，就可以沤好有机肥。”孙新

民说，现在村里一大半乡亲都和他家一样，建

了水冲厕、化粪池，还添了沤肥池。过去村里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后院一股味”的景

象不复存在。

“以前我们镇里搞过多次人居环境整治，

但都没有这次效果好。”迎风桥镇镇长肖博说，

“政府希望农村环境美化、污染减少，群众诉求

是生活方便、成本节约。实践证明，环境整治

要取得好效果，关键是要符合群众意愿。”郭智

高说。

资 阳 全 区 88 个 村 ，区 里 因 地 制 宜 选 择 符

合 实 际 和 村 民 需 求 的 整 治 方 案 ，力 争 做 到 设

施设备好用、管用，低成本、可持续。肖博说，

三 格 化 粪 池 一 年 只 需 清 理 一 两 次 ，一 般 的 留

守 老 人 都 可 以 独 立 操 作 。 沤 肥 池 的 推 广 ，既

实 现 了 垃 圾 减 量 ，又 利 用 了 资 源 。 这 些 设 施

在 美 化 环 境 的 同 时 ，又 节 省 了 农 民 购 买 化 肥

的支出。

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资阳区

一方面加大投入，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建成 47 处

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新增污水日处理量 8000
吨；另一方面，不搞大拆大建，不造盆景，鼓励各

村就地取材，美化乡村，提升群众获得感。

走进长春镇先锋桥村，“会开花的篱笆”“能

卖 钱 的 篱 笆 ”成 为 一 景 ，也 吸 引 了 很 多 游 客

观光。

“这些篱笆是用木槿围成的。”村党总支书

记黄正和介绍，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要求，

需要将畜禽圈养，菜园围挡。用什么材料做篱

笆？村里经过讨论，最终决定用村里规模种植

的木槿做篱笆。

“相比铁篱笆、木篱笆，全村光这一项就省

下了好几万元。木槿的花可以做菜，叶可以洗

发，市里有几家企业常年在村里收购，每年还可

以 给 村 集 体 带 来 超 过 10 万 元 的 收 入 。”黄 正

和说。

湖南益阳市资阳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有机肥浇菜园 垃圾变资源
本报记者 何 勇 孙 超

本报电 （记者郁静娴）记者从农业农村部

获悉：去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优质农产品供给持续增加，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

率达 97.6%。全国新认证绿色、有机、地标农产

品 2.6 万个，总数达 5.9 万个，是近年来发展最快

的一年。

今年农业农村部门继续实施食用农产品“治

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着力解决突出问

题；强化绩效考核，推进乡镇网格化管理和承诺达

标合格证制度，持续压实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生

产主体三方责任；实施农业标准化提升计划，推进

农产品“三品一标”发展；持续加强监测评估和追

溯管理等工作，加快推进信息化监管、农安信用、

制度机制构建等新举措。

去年主要农产品
监测合格率达 97.6%

图①：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的小麦田间管理有序开展。图为华阳河

农场里大型植保机喷洒水肥。

李 龙摄（人民视觉）

图②：山东省枣庄市推进春季农业生产，农民抢抓农时赶早春。图为

在旺达农业产业园，农民给黄瓜秧苗浇水。

孙中喆摄（人民视觉）

人勤春早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