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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

镇中分村，错落有致的民居、色彩斑斓

的山林和层峦叠嶂的群山在冬日朝阳

下相映成景。肖本祥摄（人民视觉）  
图②：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大港

头镇，民居与瓯江碧水构成美丽画卷。

胡学军摄（人民视觉）  

统计新数据   “三农”新画卷
编者按编者按：：刚刚过去的刚刚过去的 20242024 年年，，我国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我国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农民收入稳步农民收入稳步

增长增长，，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仓仓

廪丰实廪丰实，，新谷满囤新谷满囤；；乡村和美乡村和美，，新风扑面新风扑面。。

数字最有说服力数字最有说服力。。岁末年初岁末年初，，一个个统计数据新鲜出炉一个个统计数据新鲜出炉，，我们撷取其中我们撷取其中

的几个的几个，，透过它们透过它们，，一起感受过去一年一起感受过去一年““三农三农””的时代脉动的时代脉动，，聆听乡村全面振兴聆听乡村全面振兴

的铿锵足音的铿锵足音。。

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镇两井子村，

地里已经上冻，家家户户囤满了苞米。算

起去年的收成，种粮大户贾国峰喜笑颜开，

“粮食产量涨了一大截，300 亩玉米平均亩

产近 2000 斤，增产了 400 多斤。”

贾国峰说，去年采用密植技术，一亩地

种了 5000 株玉米，比上年增加了 1500 株，

地里还安了水肥一体机，养分通过滴灌带

“喂”到玉米根部，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2024 年，泰来县大面积示范推广“大垄

双 行 +浅 埋 滴 灌 水 肥 一 体 化 ”种 植 模 式 。

“测产结果普遍增产 20% 以上。”县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潘国梅说，下一步要趁冬闲抓

紧培训，把大垄密植水肥一体化关键技术

跟更多的种粮户讲明白，为新一年粮食增

产打牢基础。

“多打粮还得养好地。”贾国峰说，等开

春土地融化了，旋地前要在地里撒上农家

肥。今年，他打算在播种质量上加把劲儿，

将每亩种到 5500 株左右，亩产再提高 200
斤左右。

2024 年，我国深入实施粮油等主要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国粮食亩产比

上年提高 5.1 公斤，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贡

献率超八成。新的一年，我国将加快良田、

良种、良机、良法、良制“五良”集成，持续推

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将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点评】

2024 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超过 1.4 万

亿斤，单产提升功不可没。近年来，依靠扩

大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单产提升行动实践表明，瞄准单产这一关

键变量，更多向科技要产能，粮食增产大有

潜力可挖。

当前，我国粮食产量处于历史高位，但

国内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确保粮

食稳定安全供给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必须稳面积、提单产两手发力，牢牢守住耕

地保护红线，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快提

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夯实国家粮食

安全根基。

大国粮仓更稳固
本报记者   郁静娴

手机扫描二维码，品种、产地、采摘日

期、管理员等信息一目了然。“每筐西红柿

都有‘身份证’，质量可追溯，消费者买得放

心。”河北邢台市南和区贾宋镇郄村菜农周

顺义说。

“放心菜”怎么种？周顺义一一列举：

种的是新品种，施的是有机肥，用的是昆虫

诱捕器，地里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设备，节水

节肥节药，“绿色西红柿销路不愁，平均每

斤卖 2 元，去年挣了 10 多万元。”

“从田头到餐桌，全链条监管，保障蔬

菜质量安全。” 南和区农业农村局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股股长张朝平介绍，区里严

格把控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质

量，全面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2024
年区乡两级开展定量检测 441 批次、精准

速测 1915 批次。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民生大事。农业农

村部门一手抓精准治理和监管执法，守牢

质量安全底线，一手抓农业标准化绿色化

品牌化，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实施部省

统筹数据联用的风险监测制度，监测农产

品品种更全、参数更多、对象范围更广、风

险隐患发现更及时。 2024 年主要农产品

例行监测合格率首次达 98%，绿色、有机、

地理标志和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登记总数

达到 8.18 万个，同比增长 7%。

【点评】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是守护“舌尖安全”的底线要

求，是从“吃得饱”升级到“吃得好”“吃得健

康”的现实需要。

更高水平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

久久为功。一方面，坚持“严”字当头，盯好

重点农产品，完善追溯管理、风险分级管

理。另一方面，在“优”字上下功夫，推广绿

色种植技术，鼓励标准化种植，扩大绿色、

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规

模。多措并举，守牢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

道 防 线 ，一 定 能 让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吃 得 更

安心。

“舌尖安全”更可靠
本报记者   王   浩

河南省巩义市鲁庄镇罗彦庄村，标准

化石榴种植基地里，排排石榴树挺立。不

远处，标准化厂房、保鲜库已建设完成，高

性能的石榴分选设备已安装完毕，来年石

榴成熟后就能投入使用。

“产业强镇项目落户村里，每年土地流

转有租金，还能打工挣钱，日子越过越舒

坦。”罗彦庄村村民李建斌说。基地种植、

生产加工、冷链保鲜……前不久，鲁庄镇产

业强镇项目顺利通过评估，带动 100 多名

群众家门口就业。

鲁庄镇延伸石榴产业链，是巩义市发

展壮大县域经济的缩影。回郭镇发展铝产

业，芝田镇主攻净水材料产业，河洛镇做大

校用化学仪器产业……作为河南首个“千

亿县”，巩义市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统

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

抓手，立足区位和发展优势，突出全产业链

培育，补齐深加工短板，促进农民就近就业

增收。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从 2013 年到 2023 年，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000 亿元的“千亿县”从 9 个增至 59 个，县

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增长超过 30%。

新的一年，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

富民一体发展，县域经济更壮实，就能进一

步打开城乡融合发展新空间。

【点评】

县域不只是承载着乡愁记忆的故乡，

更是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广阔天地。以

“千亿县”为代表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

全面振兴取得显著成效的生动写照。

作为城乡融合的基础承载和关键节

点，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有助于带

动“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以“人的城

镇化”促进“人的现代化”。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

的深入实施，会有越来越多的“千亿县”涌

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

支撑，为亿万人民群众带来美好生活。

县域经济更壮实
本报记者   常   钦

元旦刚过，山东省邹城市灵丰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丙伸便忙碌起来，他

正张罗一场脱毒甘薯种植管理技术线下培

训，“相比不脱毒的甘薯，种脱毒甘薯不仅产

量能翻番，品质也更好。今年我计划利用短

视频平台，配合线下培训，帮助更多农民种

上脱毒甘薯。”

10 年前，张丙伸在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上学会了甘薯绿色高效种植技术。如今，他

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地瓜大王”，还被评为

“山东省首届高素质农民大师”，致力于义务

培训，指导农户更加科学地种植甘薯。

在邹城，一批像张丙伸这样优秀的高素

质农民成长为农业带头人。“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开展好高素质农民培育，为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邹城市农业农村

局局长郭建新说。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培育 900 多万人次

高素质农民，乡村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高素

质农民队伍职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获得农

民技术人员职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为 62.86% 和 24.83%，分别比 2022 年提高了

5.54 个百分点、2.39 个百分点；从事休闲农

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等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的占比提高了 0.9 个百分点。

【点评】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培育高

素质农民，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产品

质量，推动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绿色化加快转型，还能示范带动更多农户兴

业增收，共同富裕。

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要建立健全培育

机制，完善培育体系和师资队伍，强化培育

质量管控。同时，要以农民为本，坚持需求

导向、产业主线、分层实施、全程培育，重点

提升他们的技术技能水平，培优提升产业发

展能力，全面提升综合素质素养，为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人

才保障。

人才队伍更壮大
本报记者   李晓晴

走进浙江省兰溪市游埠镇早茶街，百

余种美食令人眼花缭乱，小吃摊前游人不

少。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游埠古镇已接待

游客 294 万人次，带动当地村民 3500 余人

就 业 ，周 边 村 集 体 经 济 每 年 增 收 50 余

万元。

“近年来，通过修缮保护古建、引入新

业态、推动早茶创新、建设非遗工坊等方

式，我们不断擦亮‘游埠早茶’金名片，推动

乡村文旅产业从‘网红’迈向‘长红’。”游埠

镇党委副书记蒋有才说。

游埠古镇火爆出圈，折射乡村旅游的

火热。2024 年 11 月，我国云南阿者科村、

福建官洋村、湖南十八洞村等 7 个乡村入

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至此，

我国的“最佳旅游乡村”总数达到 15 个，居

世界第一。2024 年前三季度，全国乡村旅

游接待人数同比增加 15.5%，接待总收入

同比增加 9.8%。

下 一 步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如 何 提 质 增

效？各地深入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

程、乡村旅游数字提升行动，不断提升乡

村旅游发展效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

劲动能。

【点评】

去年，乡村旅游火热出圈，“奔县”“乡

游 ”“ 村 字 头 ”IP 吸 粉 无 数 。 乡 村 游 的 火

爆，除了得益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不断改善，还要归功于对乡土文化的活态

传承与利用。田园风光、传统村落、非遗民

俗这些乡村特色资源与露营、康养、研学、

民宿等新业态有机融合，消费新场景、新体

验层出不穷，吸引大量城市居民打卡。

“宝藏小城”“最美乡村”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心头好”，靠的是对乡村特色的深入

挖掘和对资源禀赋的合理开发。立足地方

特色和发展优势，充分挖掘乡村之美，探索

差异化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优化服务供

给，创新产品体验，乡村旅游定能不断展现

蓬勃活力。

“奔县”“乡游”更出彩
本报记者   邓剑洋

春节临近，湖南益阳沅江市阳罗洲镇富民

村，村民周正每天都要往外寄消费者下单的腊

肉，“10斤腊肉快递费不到 20元，一般 3天就能

送到客户手中，物流更方便，生意更好做了。”

在阳罗洲镇，过去由于物流不畅，村民种

养的优质农产品只能在周边低价售卖，一些

偏僻村落的村民取快递都需要去镇上。现

在，镇上建起了电商孵化和物流中心，各大快

递企业在全镇 4 个片区分别设置一个村级快

递代收点，将周边村庄的包裹集中后，统一装

车送到 100公里之外的益阳市中转站，减少中

间环节后，寄递速度更快、成本更低。

“通过寄递物流体系，镇里的阳罗面、土

鸡、菜籽油等特产有了好去处，平均每天外

销 1 万元左右。”阳罗洲镇党委书记肖耀南

介绍，物流中心还组织开展电商技能培训，

帮助 50 多人就业创业。

2024 年快递进村情况普查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累计建设 33.78 万个“一点多能、一

站多用”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打通

农村寄递“最后一公里”。新的一年，我国将

加快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全链条建设，

着力构建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农村快递服

务新模式。

【点评】

近年来，农村寄递网络加快下沉，越来

越多村民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快递服务。日

益畅通的农村物流体系“微循环”，不断打通

城乡经济循环，促进产需有效衔接，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

由于各地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产业发

展水平千差万别，快递进村实现程度仍存在

较大差异。进一步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

快递物流配送体系，要持续完善相关基础设

施，鼓励支持快递企业将服务向下沉、向西

走，同时积极推动先进技术应用，通过数据

共享、信息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农村寄递物

流体系信息化服务能力。

寄递物流更畅通
周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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