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9日 星期三

0505
农业篇农业篇

千里沃野，麦浪滚滚，机声
隆隆，今年夏粮丰收在望，我们
又将迎来一个沉甸甸的丰收季。

农 为 邦 本 ， 本 固 邦 宁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这
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
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
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
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
带领全国人民，克服种种困
难，艰苦奋斗，砥砺前行，依
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粮食基本
自给，以不到世界 9%的耕地
养活了世界近 20%的人口，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新世纪以来，粮食产量实
现“十七连丰”，党的十八大
以来更是连续6年站稳1.3万亿
斤台阶，“米袋子”更充实，

“菜篮子”更丰富，“果盘子”
更多彩，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显著增强，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历史性成就。牢牢稳住农业
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为应
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赢得了主
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了重大贡献，为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
定了坚实基础。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
强的背后，是党的“三农”政
策体系不断完善。“三农”问
题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
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
革命时期，党领导广大农民

“打土豪、分田地”；新中国成
立后，土地改革让农民真正成
为土地的主人；改革开放后，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
的农村改革全面铺开深化，农业快速发展动力十
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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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为总抓手，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生产
跃上新台阶，农业向高质量发展不断迈进。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的背后，是农业现
代化实现质的飞跃。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从人拉
牛耕升级到依靠农业机械、无人机等现代装备，从

“望天收”的低产田升级成“旱能浇、涝能排”的
高标准农田，从大水大肥、粗放生产转变成节肥节
药、绿色生产，从一家一户“单打独斗”转型成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适度规模经营快速发
展，农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
业发展不断增添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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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最广泛最
深厚的基础在农村。当前，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奋力谱写新时
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篇章。

图①：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青
谷村，农户趁着晴好天气抢收小麦，确保
颗粒归仓。

冯树风摄 （人民视觉）
图②：河南省夏邑县会亭镇张桥村，

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
王高超摄 （人民视觉）

图③：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鹤山农
场秋收作业场景。 岳静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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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本报记者 高云才 郁静娴

垄头金满地，又迎麦收季。“瞧这金灿
灿的麦粒，真是喜人！”河南省荥阳市新田
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杰笑逐颜开。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农业是基础性产业，中国现代化离不
开农业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
全保障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
制度保障。”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充分认
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
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领导亿万农民率先拉开改革大
幕，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
农村全面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
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
针，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农业生产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如今，在大江南北的希望田野上，平田
用上了北斗导航，喷药用上了无人机，天上
飞的、地上跑的，都成了种地的好帮手，农
业高质量发展绘就一幅幅壮美画卷。

粮食产量攀新高，大
国粮仓根基牢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
说，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
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
我国粮食生产在不懈探索和制度创新中取得
新突破、实现新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高屋建瓴地提
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粮食产能持续巩固。粮食产量从新中国
成立之初的2264亿斤，增长到2020年13390
亿斤，并连续 6 年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大国粮仓根基越来越牢固。我们把饭碗
牢牢地端在了自己手里，创造了用不足世界
9%的土地资源养活世界近20%人口的伟大奇
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完善制度供给，提高种粮抓粮积
极性。

近年来，我国不断稳定和完善稻谷小麦
最低收购价、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等政策，
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
试点范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
年，让亿万农户吃下定心丸，全国2亿多农
户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 扩 大 种 植 面 积 ， 稳 住 粮 食 生 产
根基。

通过采取强有力措施恢复早稻生产，确
保水稻面积常年稳定在 4.5 亿亩以上、产量
稳定在2亿吨以上。今年，我国将确保粮食
种植面积稳定在 17.5 亿亩，夯实粮食丰收
基础。

—— 提 升 生 产 能 力 ， 确 保 产 得 出 、
供得上。

实施藏粮于地。今明两年，我国每年推
进1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2年全国将
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

实现藏粮于技。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革命
性变化，全国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超过 80%，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已成历
史，我国农业进入主要依靠科技装备驱动
的新阶段。

粮 食 生 产 从 “ 有 没 有 ” 转 向 “ 好 不
好”，从旧动能转成新动能，丰收画卷越来

越斑斓多彩。今天，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米袋子”更充实，“菜篮子”更丰富，我们
牢牢端稳了饭碗，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赢
得了主动。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要着力
解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重点从农产品结构、抗风险能力、农业现代
化水平上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断深化，农业发展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
导向，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 以 市 场 需 求 为 导 向 ， 产 业 结 构
向优。

“大荒地，地不荒，落地窗前稻花香。”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村民
乔明儒说。把优质水稻作为种植结构调整方
向，依托水稻种植、加工和销售，优质粮卖
上了好价钱。

智能温控、喷雾降温、疫病自动识别诊
断……在甘肃省瓜州县德品金麦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的现代化养殖场，一个“智慧大
脑”平台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近年来，我国按照稳粮优经扩饲思路，
稳定东北优势区玉米生产，增加大豆种植面
积 5000 多万亩。粮棉油糖产业集中度不断
提高，生猪养殖向粮食主产区和环境容量大
的地区转移。

—— 以 提 质 增 效 为 导 向 ， 发 展 方 式
向绿。

天蒙蒙亮，浙江省桐庐县瑶琳镇潘联村
的水稻田里，一笼笼肥硕的龙虾被村民用虾
网拉了上来。村党总支书记徐洪展说：“小
龙虾的代谢产物作为肥料供给水稻，减少了
化肥施用，提升了大米品质，去年村集体增
收5万多元。”

“用秸秆给土壤做被子，养了地，少施
了化肥。”吉林省农安县三岗镇亚宾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常亚宾算了一笔账，用了这项技
术，每公顷土地少施化肥200公斤左右，粮
食增产500余公斤。

目前，我国三大主粮化肥利用率达到
40.2%，农药利用率达到40.6%，分别比2015
年提高 5个和 4个百分点。全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 97.8%，累计创建认
定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5.5万个。

—— 以 融 合 发 展 为 导 向 ， 产 业 形 态
向新。

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杜家镇半截河子村，
村民乔文志领办了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
社，运用数字技术，打造集育种研发、基地
种植、稻米加工、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新产
业，带动周边农民大幅增收。

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重构供应
链，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新趋势。
目前，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品牌达 10 万余
个，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7.3 万
家，农产品加工业年营业收入超过 23.2 万
亿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
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方
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
国迈进。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农机化水
平不断提高。

“过去，父辈挽裤赤脚、蹚田水，弯腰
劳作一整天也只能耕作半亩田；现在乘坐式
插秧机，一天插秧五六十亩不在话下……”
种了大半辈子地，江苏省泗洪县四方农机合
作社理事长谢成富见证了水稻全程机械化的
变迁。

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发生了根本变化。
1952 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为 18.4万千瓦，
1978 年达到 11750 万千瓦，到 2019 年达到
10.28亿千瓦。

——给现代农业插上翅膀，科技引领农
业未来。

在安徽省凤台县智慧农业园，一个个玻
璃温室大棚里，西红柿、黄瓜等各色果蔬挂
满枝头。技术经理王增辉说：“这里种着叶
菜、茄果类共4个系列28个品种，全部采用
无土栽培，通过有机水溶肥精准滴灌，营养
吸收率比普通种植提高一倍。”

截至 2020 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迈上60%新台阶，比 1996 年的 15.5%提高
了 44.5 个百分点，良种覆盖率保持在 96%
以上。

——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

“把蘑菇卖到了海外，家庭农场收益一
年比一年好。”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康怡家
庭农场负责人余培英说：“俺家经营土地120
亩，生产食用菌、核桃、蔬菜，年产值 110
万元，这个规模对俺来说，合适！”

目前，全国纳入名录系统管理的家庭农
场已超过300万家，全国农民合作社超过240
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90万个。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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