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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中央财政及时下达救灾资金；农业农

村部派出一批批工作组、科技小分队分赴受灾一线；

中国人民银行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

抢收抢晒，机械装备顶得上。应对“烂场雨”，河

南3万台履带式收割机争分夺秒，4660台烘干机昼夜

运转，13天抢出了颗粒归仓。抢排积水，河北、吉林、

黑龙江等地2310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奔赴一线。

抗旱保灌，水利设施跟得上。今年春灌、夏灌、

秋灌，全国农田累计灌溉供水 3000多亿立方米，为

粮食丰收提供了坚实水保障。

从中央到地方，一项项有力举措汇成抗灾减灾

合力，扎牢粮食丰收的篱笆。

丰收答卷来自稳定增加的种粮面积。

“盐碱地变成大粮仓。”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河

口街道民生村种粮大户张宝军说，通过“改地+改

种+改机”，今年种的 1200亩地，每亩多打了上百斤

玉米。

播种面积是粮食产量的牢靠“底盘”。今年秋

粮播种面积达 13.1亿亩，连续 4年增加。这背后是

不断压实的粮食安全责任。各地区各部门饭碗一起

端，责任一起扛，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稳住“播种面积”这个变量。

政策真金白银，给农民吃上“定心丸”。今年，

中央财政下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100
亿元，在秋粮生产关键时期，安排玉米大豆“一喷多

促”一次性补助资金 24亿元，全方位调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

盘活存量，浙江省大力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整

治优化，让更多良田“种好粮”。挖掘增量，安徽省试

点“小田变大田”改革，普遍增加 3%至 10%的耕种面

积。提升质量，全国改造提升 3500万亩高标准农

田，东北 4省区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超过 9000万亩，

黑土地力稳步回升。

“耕地质量总体进入持续改善、稳中有升的阶

段。”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长郭永田说。

丰收答卷来自不断夯实的产能根基。

“今年每亩玉米增加 6400多株，亩产比去年增

加 200多斤，扣除成本，每亩增收 135元。”盘点收入

账，河南省淇县惠丰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纪

明立说，“增产增收背后，靠的是新技术、新机械。”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把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

粮食生产头号工程，在 100个大豆重点县、200个玉

米重点县整建制推进，主推密植技术模式，良田、良

种、良法、良机集成配套，提高关键措施到位率。300
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 73%。

重点县辐射带动，各地聚焦关键领域短板弱

项，强创新、强投入，320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电驱

式精量播种机实现量产应用，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2.4%，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在 73%以上，这些都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粮食生产能力。今年全国粮食单产达到每亩

389.7公斤，比上年增长 0.8%。

单产提升，再加上种植面积增加，对冲了局部

灾害影响，实现了全年粮食“以秋补夏、以丰补歉”，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米袋子”稳，稳住了物价，稳定了预期，让中国经

济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王秀东认为，在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

口、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情况下，我国能够保

持粮价稳定，彰显了我国粮食供应链条的强大韧性。

丰收来之不易，要看到的是，今天的丰收更来

自“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的不懈努力。新时代以

来，我国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产量产能

一起抓、数量质量一起抓、生产生态一起抓，不断夯

实大国粮仓根基。

居安思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粮食供

求紧平衡的格局不会改变，农产品保数量、保多样、

保质量的任务越来越重。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时刻绷紧粮食生产这根

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我们有信心、有底气

牢牢端稳饭碗，确保平时产得出、供得足，极端情况

下顶得上、靠得住。”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

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

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采取有力举措，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

循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翻看中国经济“三季报”，两组数据表现亮眼：今

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705元，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3%，快于城镇居民 2.6个百

分点；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998元，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0%，快于城镇居民 0.9 个百

分点。

“两个快于”的背后，折射出城乡差距持续缩小，

这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实践成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

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

业强国的应有之义。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瞄准“农村基本具备

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大力开展乡村建设行动，把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统筹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前三季度，仅农村公路

建设，全国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587亿元，同比增

长 5.1%；新改建农村公路 11.8万公里，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九成以上。

“建好农村路，腰包越来越鼓喽。”河北省武安市

活水乡白王庄村村民王成书感慨，公路通到家门口，

通过手机预约、公交带货，早上做的豆腐，中午就能

摆上城里人的餐桌。

“过去有个头疼脑热，都得往镇卫生院跑。现

在医生上门给咱测血压、血糖，看病抓药不用出村，

安逸！”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黄土镇农民张华珍为流

动诊疗车进村点赞。

看城乡居民收入，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

今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2.51，比上年同期缩小 0.06。
一家一户的好日子，映照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

美好图景。如今，农村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明显改

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

提升，城乡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动

更加顺畅，越来越多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成为农民

的幸福家园。

“两个快于”的背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统筹部

署、协同推进。

“每头牛都上了保险，发展产业心里踏实多了！”

四川省青神县罗波乡施家沟村肉牛养殖场里，脱贫

户祝华丰忙着为肉牛添加青贮草料。村里的肉牛养

殖项目采用“农业保险托底+养销全程托管+订单种

植青贮”的循环种养模式，每个养殖单元每年可帮助

脱贫户稳定增收 30万元以上。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今年以

来，我国深入实施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升行动，中

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

比重提高到 60%以上；每个脱贫县都形成了一批优

势突出、带动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特色主导

产业，近 3/4的脱贫人口与新型经营主体建立了紧

密利益联结关系，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

3000万人以上。全国六成以上的监测对象消除了

返贫风险，其余也都落实了相应帮扶措施，守住了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乡村全面振兴，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

活也要富足。

“村超”“村BA”，一场场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

的文体盛宴，让乡村热土持续释放“幸福能量”。今

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补文化短板、优文化供给、重

文化传承，农村公共文化体系更加健全，农民文化生

活更加多彩，文明乡风劲吹希望的田野，为建设农业

强国提供丰厚文化内涵。

数字技术让乡村治理更高效。村务微信群成

了宣传政策的“明白群”、服务群众的“好帮手”；政务

服务“网上办”“快捷办”，乡亲们日常办事不出村

……乡村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

多的乡村变身“掌上村庄”。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路径。

浙江义乌西北的李祖村，一步一景，村党支部

书记方豪龙领着村民，整修老旧厂房、闲置农房，打

造“众创空间”，220多名农创客入驻创业。新职业、

新业态、新气象，李祖村在和城市融合发展中迸发活

力，村民年人均收入达到 5.2万元。“受益于‘千万工

程’，我们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今后要争做

乡村振兴的带头人，带动更多村庄一起奔向共同富

裕。”方豪龙说。

“千万工程”经验推向全国，乡村和美、产业兴旺、

农民富裕，一幅幅新时代《富春山居图》徐徐铺展。

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现代化大农业活力澎湃

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

产业”“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把农业

建设成为大产业”。

开局之年，一组数据印证着我国现代化大农业

的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建设 300个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18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509个农

业产业强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72%。

在河北省馆陶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数字技术

赋能产业发展，一条黄瓜“长”出一条产业链。

大棚里，翟庄村菜农王鑫点开手机，精准设定

温度、湿度，启动水肥一体机，黄瓜“吃”得更营养。

智慧农业指挥调度中心里，大棚实景、生长情况等 77
项功能汇聚，产业链装上“智慧大脑”。田间连车间，

一根根腌制好的黄瓜分段、装箱，制成酱菜；提取黄

瓜营养成分，精深加工成化妆品……黄瓜附加值不

断提升。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是观察现代化大农业的

一扇窗口。面对农业基础依然薄弱、抗风险能力较

弱等挑战，各地推动政策集成、要素集聚、企业集合，

发掘农业多种功能，开发乡村多元价值，促进产业链

供应链优化升级，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为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19
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

2.52∶1。
现代化大农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农业新功能

不断拓展。

如今的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从

乡村露营到火热赛事，从农耕体验到品尝美食，农业

农村的多元价值日益凸显。

在浙江省安吉县，乡村的“瀑布咖啡”成了热门

打卡地。“在这里，游客可以听水鸣、赏美景、品咖啡，

藏在山里的好环境被更多人看到，每天平均客流量

超千人。”咖啡店负责人周镇介绍。在安吉，有 300
多家咖啡店，咖啡与露营、烧烤、音乐、非遗相结合，

乡村旅游产品更加多元。

透过一杯咖啡看变化，广袤乡村蕴含休闲娱

乐、休闲康养等多元功能。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向开

发农业多种功能要潜力，突出特色化、差异化、多样

化，为乡村产业发展开拓新路径。前三季度，乡村休

闲旅游稳步恢复。目前已有 1953个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1597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以及 8个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形成了全国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

再看食品，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

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各地区各部门树立大

食物观，不断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今年，我国

出台首部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推广水产绿色健

康养殖技术，实施《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年）》，下达全年油茶生产任务 1000万

亩左右。

现代化大农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农业新业态

不断激活。

“荒野茶、手工粑粑，都是原生态产品，绿色健

康。”对着镜头，湖北省鹤峰县铁炉白族乡渔山村村民

张静熟练地介绍着自家产品，“过去老乡们挑着担子，

走街串巷，如今靠着手机把好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电商发展

迅速。商务部促进村邮站、电商服务站点、农村便利

店等网点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多站合一、一点多能、

一网多用”，打造一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农业农村

部连续 6年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农业农村电子

商务专题培训班，共培训电商骨干人才 3000余人。

前三季度，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1.7万亿元，增长

12.2%。

透过农村电商，读懂中国经济巨大潜力。我国

农村网民规模超过 3亿人，直播成为新农活，网购成

为主要消费方式之一。2014至 2022年，农村网络零

售额从 1800亿元增长到 2.17万亿元，扩大了 11倍。

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网商（店）已达到 1730.3万家。

农产品加工业是体量最大、产业关联度最高、

农民受益面最广的乡村产业。在山东省平阴县，一

朵玫瑰花可以变成冻干玫瑰花、玫瑰花茶、玫瑰酱、

玫瑰精油等产品，玫瑰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 60
亿元。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大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

提质升级。山东培育行业领军加工企业，沿黄地区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达到 4147家，营业收

入达到 9491亿元。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7%。

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体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发展质

量效益明显提升，结构和布局持续优化，转型升级不

断加快。接下来，将引导各地加快建设农产品加工

园区，推进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到 2025年农

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达到 32万亿元。

现代化大农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发展新空间

不断开掘。

放风机根据温度自动开启，智能补光灯精准调

控……在山东省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智能机

械成了菜农李继民的好帮手，“省工省力，蔬菜产量

高了，成本降了。”目前，寿光 5万个大棚应用了物联

网装备，其中 1.6万个大棚应用了数字化技术和智能

化装备。

数字技术驱动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各地推动

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新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

合，为现代农业装上“数字引擎”。目前，全国累计建

设 97个国家智慧农业创新应用基地，认定 200个农

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

27.6%，我国智慧农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要顺应产业发展

规律，继续深入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值，

推动农业从种养环节向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

延伸，健全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提高农

业综合效益。

宏伟蓝图催人奋进。到 2025年，梯次推进有条

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 2035
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锚定建设农业强国

目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坚定信心，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

的美好明天。

（本报记者赵永平、高云才、朱隽、顾仲阳、王

浩、常钦、郁静娴、李晓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