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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田畴间，农民种地挑上“金扁担”。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沈弄村，金晨蔬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军打开手机查看土

壤肥力，“水稻田里安装了物联网，点点鼠标就能

种地！”

融融春光里，一幅幅产业兴、农民富、农村美

的新画卷徐徐铺展。

“现在村里水、电、路都很好，环境也美，大家都

有事做，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段村村民蔡文明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

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

富。”“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

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组织实施了

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

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

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总产连续站稳 1.3
万亿斤台阶，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农业生产更加高质高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高效农业是

农民致富的好路子。要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让

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进入新时代，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

变为结构性矛盾。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

争力，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大步迈进。

调好方式，农业上演“动力变革”。

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雾化后的药物均匀喷

施在麦苗上，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襄阳绿谷丰现

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红光掩饰不住

兴奋：“有了智慧农机助力，1 万亩有机小麦种起

来不费劲。”

希望的田野上，科技动能激荡。全国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目前超过 72%，比 2012 年提

高 近 15 个 百 分 点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超 过

61%，农业发展动力日益强劲。

调优结构，沃野刷新“绿色底色”。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荣兴家庭农场

基地里，负责人陈呈礼正管护砂糖橘，树下黑麦

草长得正旺，“种草养牛，牛粪肥田，通过立体种

植、循环种养，农场年收入从 80 万元增加到 200
万元。”

绿色种养让农业的生态底色越发鲜亮。全

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46%，

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认证的农产品数量累计超

过 5.9 万个。我国在确保“米袋子”的同时，调整

产业结构，保障“菜篮子”“果盘子”等有效供给。

食物品种更多，质量更优，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

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和从“吃得饱”到“吃得好”

的消费升级需求。

调顺体系，产业实现“全链增值”。

从销售鲜果到深加工成果汁、橘饼、精油、

果酒等 10 余种产品，再到“三峡橘乡”田园综合

体 里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在 重 庆 市 忠 县 新 立 镇 ，柑

橘产业不断“裂变”，释放出乡村产业振兴强劲

动能。

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横向拓展农业功能，全

环节升级、全价值提升、全产业融合，成为乡村产

业高质量发展新趋势。2021 年全国规模以上农

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达 18.1 万亿元，农产品加

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提高到 2.48。

美丽乡村更加宜居宜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

语花香田园风光。”“要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

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提升农民生活

品质的重大工程，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

广袤乡村面貌一新。

乡村建设行动深入推进，美丽乡村更宜居。

一大早，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宝石

镇宝龙村村民刘玉琴到村卫生室针灸治疗。“以

前看病要去 80 多公里外的县医院，现在家门口

就能看上好医生，真是太方便了。”村医李朝辉

是突泉县培养的首批“本土名医”，县里两次送

他外出进修，过硬的医疗技术更好满足了村民

就医需求。

越来越多的乡村“硬件”“软件”同步强化，乡

亲们“环境美”“生活美”同享。目前全国 95%以

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村容村貌明显提升。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较 10 年前提升了 33.9 个百分

点。乡亲们出行、看病、上学、办事都更加方便。

资源要素加速汇集，乡村发展更有活力。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径山村里，茶香

阵阵。“春茶上市，吸引了很多游客。”返乡创业的

村民章红艳笑吟吟地说，这阵子她家的民宿入住

率超过了 80%，春茶都不够卖。径山村以茶兴

业，打造旅游品牌，开发文创产品，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好几家公司前来投资兴业，

曾经的贫困村一跃成为“美丽休闲乡村”“特色产

业亿元村”。

径山村是个缩影。举措更有力，合力更强

大，越来越多的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加速

汇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去年全国返乡

入乡创新创业人员达 1120 万人。一个个村庄产

业兴了，环境美了，人气旺了。

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富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

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要积极发

展乡村产业，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让群众既

有收入，又能兼顾家庭，把孩子教育培养好。”

殷殷嘱托，春风化雨。党的十八大以来，乡

村产业拔节生长，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发力，农民

增收后劲越来越足。

清洗、分选、打包、装车……陕西省渭南市大

荔县官池镇石槽村综合服务交易中心里一派忙

碌。“这里安排了 170 多位村民就业，线上加线下

销售萝卜，光线上一年就能售出 2000 万斤。”石

槽村党支部书记秦中良难掩自豪地介绍。在官

池镇，一根小萝卜创造出一个年产值超 18 亿元

的大产业，带动 6000 余人就业。

广袤乡村，一个个小特产做成大产业。全国

累计培育 80 个年产值超 100 亿元的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30 个年产值超 100 亿元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120 个年产值超 10 亿元的农业产业强镇，创

建 3673 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兴产业、促就

业，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7917 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8931 元。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以前办宴席，光包子就得做 10 多种，现在

各家派一名代表参加酒席，严禁铺张浪费，大家

都拍手叫好！”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白庄镇乙日亥村村民韩毛扫说。循化县移风易

俗，红白喜事仪式简办蔚然成风，大操大办少了，

乡情乡谊浓了。

在湖南攸县，通过门前小书屋、小广场、小讲

堂，把文化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口；在陕西安康，新

民风建设让农民“人情份子”支出下降七成；在甘

肃金昌，“好婆媳、好邻里点赞”等文明实践倡导

新风尚。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一起抓，全国所有行政村都有了农

家书屋、电子阅览室和文化活动室，各地优化公

共文化产品供给，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广大农

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乡村气象新 农民日子美
本报记者 顾仲阳 王 浩 常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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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观澜R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

重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

如今漫步各地乡村，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

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兴起，返乡创业热潮

涌动，干事创业有奔头，乡村更宜业；昔日污染严

重的河流，逐渐变得清水潺潺，昔日随处堆放的生

活垃圾，常扫常净日产日清，田畴更绿，村庄更美，

田园牧歌有诗意，乡村更宜居；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蔚然成风，乡亲之间多了欢声笑语、

少了“鸡毛蒜皮”，以文化人有底蕴，乡村更宜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对开新局、应变

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

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应当看到的是，

尽管“三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农业基础

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仍然

较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

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

然在农村。

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

振 兴 战 略 的 深 度 、广 度 、难 度 都 不 亚 于 脱 贫 攻

坚。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是全域、全员、全

方位的振兴，从农村贫困地区到全部农村地区，

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到全体农民，从“两不愁三

保障”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对象更广、范围更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需要

积极稳妥、有力有序推进。

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40 多年前，农村改

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

又将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让我们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

村振兴，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

举措，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

居乐业，在广袤田野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朱 隽

■新时代新作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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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

加车村风光秀美。

卢忠南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

区岔河镇王各庄一村，村民开展

麦田植保作业。

李秀清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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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通了，产业兴了，四川泸州市古蔺县彰德街

道芭蕉村变了新模样。过去的土坯房换成了宽敞明

亮的平顶楼房，烂泥路变成了干净整洁的水泥路，从

人背马驮到处找水变成了安全饮水全覆盖。乡村振

兴驻村工作队队长何光江说，“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

重点。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面子’变了，‘里

子’更要变，要找到坚实的产业支撑。”

找准资源优势。芭蕉村背靠国有林场，森林覆

盖率超过 90%，周边连片森林面积超过 20 万亩，空气

中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既可以发展乡村旅游，也可以

发展林下种养。看着满山的绿树，何光江感慨：“有这

么好的绿水青山，一定能给乡亲们带来金山银山！”

疏通产业瓶颈。“发展乡村旅游，交通基础得给

力。”何光江说，原来的进村道路只是一条狭窄的水

泥路，迎接外来游客，这种交通状况肯定不行。驻村

工作队调研后，向县里提交了建设快速通道的报

告。“路修好后，既解决了芭蕉村的出行问题，也为周

边村的一体化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保障。我们准备在

村里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研学基地，给乡亲们创造更

多就业致富机会。”何光江说。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驻村帮扶的主要任

务转向推动强村富民，既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也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截至 2021 年底，驻村干部

选派轮换工作全部完成，全国共选派驻村工作队

17.2 万个、驻村干部 56.3 万人。他们紧握“接力捧”，

带着乡亲们一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给乡亲们创造更多致富机会

强基础 兴产业
本报记者 李晓晴

“你看，这个花椒得这么迎着光，拍出来才好

看。”“这个简介得这样写，人家看了才愿意买。”甘肃

省陇南市武都区盛鑫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里，电商

培训班正在上课。

给村民们讲课的孙海平，是这家合作社的负责

人，也是武都区安化镇孙家湾村党支部书记。从不懂

电脑、不懂网店运营，到把村里的花椒、中药材、山野菜

等特产通过网店卖到城里，尝到甜头的孙海平感慨，

“线上市场大、机会多，得带着乡亲们一起去闯闯。”

农村电商作为新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

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但人才缺乏

是一大制约因素。孙海平说，“办培训班就是要让更

多的乡亲们学到本事，用双手奋斗出更好的日子！”几

年来，孙海平在周边乡村举办各类电商知识培训班

58 场次，培育电商人才 5800 余人次。“积累了人才家

底，咱这电商致富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孙 家 湾 村 村 民 马 芳 就 是 电 商 培 训 班 的 受 益

者。“过去连电脑都不敢摸，哪敢想在网上卖山货

一 年 能 挣 四 五 万 元 。”马 芳 说 ，“ 在 培 训 班 里 不 只

学到卖特产的技巧，关键是换了脑筋，市场需要啥

产品咱就种啥样子的，现在网店里的回头客越来

越多了。”

如今在广袤乡村，数字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

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农

村网络零售额 2.05 万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4221
亿元，农村网商、网店达 1632.5 万家，农村新产业新

业态发展迅速，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新动能。

为乡村发展积累厚实家底

开课堂 蓄人才
本报记者 李晓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