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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当
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
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
差距较大，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
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浙江省在探
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
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正在积极打
造共同富裕的样板。在此过程中，
我们既应不断把“蛋糕”做大，为
分配提供更充足的物质基础；又要
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更好
地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

近年来，方林村把强村与富民结
合起来，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建起
方林汽车城、二手车市场、二手设备
交易市场等，推动“资产变股权、农
民当股东”，有效激发了农村发展活
力、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同时，我
们把做“蛋糕”和分“蛋糕”有机统
一，带领村民迈向共同富裕。2021
年，村民股权收益分配每人 4.9 万
元，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我们还建立发展共享联
盟，以土地项目合作形式带动周边5
个村庄集体经济每年增收几百万元。

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
的历史过程，要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应坚持共建
共享，弘扬勤劳致富精神，鼓励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
辛勤劳动、创新创业实现增收致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围绕村集体经济，应深入推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巩固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探索股权
流转、抵押和跨社参股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实现新
形式。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本报记者 柴逸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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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聚焦两会

乡村振兴，坚决守好压舱石
本报记者 叶 子 徐 蕾 孔德晨

①①

国是之窗

大国之治

牢牢端稳中国碗

在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疫情灾情叠加影响的
背景下，2021年，中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产量达到
13657亿斤，增产267亿斤，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
以上。代表委员表示，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
裕、供应充足、市场稳定，这充分表明，中国粮食安
全是有保障的。

四川省广安市是农业大市，下辖 6 个县 （市、
区） 中有 4 个产粮大县。全国人大代表、广安市委书
记张彤表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保证粮食安全，我们责任在肩。”张彤介
绍，过去一年，广安新建高标准农田21.4万亩，粮食
播种面积 438.2 万亩；坚持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
融合，优化服务强保障，全面落实稳粮惠农政策；打
好自然灾害防御战，最终粮食总产量达 183.7 万吨，
实现七连增。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
耕地保护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长牙齿”的硬举措，代
表委员表示，要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提高耕地质
量，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抓好粮食生产
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
事长于革胜认为，应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水平，
坚持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并重、建设数量与建成质量

并重、工程建设与建后管护并重。此外，充分运用大
数据、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有助于推动全
国农田建设管理综合平台建设，加强动态监管和精准
化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董事长解学
智认为，可以在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和单产水平上下功
夫，加强高产增产技术研发与推广，做好重大病虫害
统防统治相关工作。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
邑县富民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德东认为，农
业种质资源是种业原始创新的物质基础，良种培育从
源头上为粮食安全提供了强大支撑。就粮食作物增产
而言，在肥料、农药、水和农机具投入相对稳定的条
件下，依靠科技改良品种的作用日益凸显。应完善科
研单位、高校、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攻关机制，
加大投入力度，整合优势资源，培育更多抗逆性强、
产量高、品质优的品种。

脱贫群众生活更上层楼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少来
自基层的代表委员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脱贫摘帽
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奋斗起点。去年以来，监测帮
扶机制不断完善并强化落实，工作机制、政策举
措、机构队伍等衔接有序推进，守住了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

“中央财政针对脱贫县的政策措施十分给力，让我
们能更好聚焦发展重点产业。”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
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副县长欧彦伶说，她的家
乡是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之一，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的支持让曾经深度贫困的仫佬山乡稳步推进乡
村振兴，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迈向共同富裕的
康庄大道。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定远县吴圩镇九梓村党总
支书记王萌萌告诉记者，当地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帮扶机制，防止返贫网越织越密。“在九梓村，乡村
网格员们承担了政策宣传、常态化走访、信息报告等
工作。哪家发生了变故、遇到了困难，网格员们能在
第一时间了解并报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建养羊场到开办黄羊精深加工厂、黄羊大酒
店，再到创办黄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来自四川省巴中
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南江县五郎黄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汪其德，带动4000余户村民通过养殖南江黄羊
增收。

“结合这几年的实践，我认为防止规模性返贫，首
先要做大做强致富产业，增强脱贫群众的造血功能；
其次要千方百计促进就业，把脱贫群众聚在产业链
上；第三要大力支持创业，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培
育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等，进一步拓宽脱贫群众的增
收渠道。”汪其德说。

多措并举之下，2021年全国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达到12550元，比上年增长16.9%。代表委员认为，要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不同于脱贫攻坚，是持久战，不是攻坚战，
是全域、全员、全面的振兴。采访中，代表委员纷纷表
示，要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推
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近年
来，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大力发展荔枝、龙眼
等经济果林，瓜果飘香。全国人大代表、睦和村党支
部书记刘家奇深刻感受到，村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
抓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契机，发展特色农业、多样
化产业，不断提高收入。“围绕如何推动乡村旅游和果
品产业发展，我们探索出一条‘村两委+合作社+果
协+公司+基地+果农’的发展路子，有信心建设更美
更富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刘家奇说。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
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委李云才在走访调研中发现，解决农
业技术、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农村发展产业的当务之急。
他认为应持续深入推行产学技、产学研相结合，同时把
人力资本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乡村实用型人才培
养，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在全国政协委
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张兴赢看来，可以加快
5G等新技术在农村的发展应用，以信息化建设提升农
村应急管理精细化水平和农村综合治理现代化水平。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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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
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接受本报采访时，代表委员普遍表示，有信心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更
好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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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客户端网友“久牛”：关注全国
两会，了解重要信息，鼓舞拼搏奋进的斗
志，增强干事创业的信心。

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网友“在路上”：全
国两会关注的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期待
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网友“飞雪迎春”：“春
天的盛会”凝聚接续奋斗的强大力量，期待
民生保障政策更好落地。

人民日报微博网友“前进”：满满的议
程，重重的责任。实实的计划，足足的干
劲。期待有更多贴近民生、贴近社会发展的
政策出台，让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
提升。

（本报记者 金 晨整理）

粮食产量达13657亿斤，连续7年
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931元，实际增长9.7%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投入1561亿元

图①：2022年2月24日，在江苏省如皋市搬
经镇袁庄社区百亩草莓种植基地，党员志愿者帮
助农户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推销草莓。

徐 慧摄（人民视觉）
图②：2021年10月30日，农民驾驶收割机在

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南盘石村的稻田里收
割水稻。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摄

图③：2021年11月1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
县上溪乡，宽阔的乡村公路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便捷的交通运输保障。

刘浩军摄（人民视觉）
图④：2021年9月4日，小朋友在宁夏银川市

西夏区镇北堡镇德林村的向日葵花丛中留影。当地
近年来推广种植观赏性和经济性兼具的向日葵，打
造“向阳花海”景观，成为美丽乡村的一道新风景。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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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数说“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