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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产品加工  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文 | 本刊编辑部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

出，要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

首位，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发展

现代生态养殖，形成粮经饲统筹、

农林牧渔多业并举的产业体系；协

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展农

业发展空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集食物保

障、原料供给、资源开发、生态保

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市场服务

等产业于一体的综合系统，是多层

次、复合型的产业体系。发展现代

化农业、增加粮食产量既是保障我

国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民

就业创业增收和实现农业多功能发

展目标的重要途径，现代农业建设

进程快慢、成果大小决定着新农村建

设的进展和成效，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既有当下的紧迫性，更有长远的战略

性。因此，要通过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来拓展产业边界，通过塑造全

产业链来提升竞争力。

要想推进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就

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

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破解资源环境

瓶颈制约、保障粮食和各类食物有效

供给。我国当前食物供求的大格局特

征是口粮自给有余，但饲料粮、肉、

油、糖、奶等农产品上都存在一定供

给缺口，需要通过大量进口来补足国

内缺口。同时，国内优质农产品供给

相对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和

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新时期我国应落实大食物观，以

大食物观来统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在稳固粮食生产供给的同时，充

分利用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多途径

开发多样化的食物资源，大力发展特

色优势农产品，丰富优化食物供给

和消费结构，按消费导向生产农产

品；坚持食物数量、质量和多样化

并重，将粮食安全进一步向食物安

全扩展和延伸，为国民提供数量充

足、种类丰富且品质优良的食物；

拓宽扩大食物来源，发挥各类资源

优势，科学利用资源，生产更多更

适合消费需求的食物；统筹利用国

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按市

场规律配置资源，包括种什么、怎

么种、怎么卖等；要粮经饲统筹，

农林牧渔并举，向森林草原、江河

湖海和设施农业要食物，把食物生

产由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

实现资源利用的生态化。

要想推进现代化大农业，就要发

展农业全产业链。目前，全国已累计

建设 180 个优势特色乡村产业集群，

全产业链产值超过 4.6 万亿元，辐射

带动 1 000 多万户农民，示范基地创

建涉及粮油、蔬菜、水果等类别的产

品，将从构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

立按标生产制度、强化全程质量控

制、打造绿色优质农产品精品、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推动提升全产

业链标准化水平。但是，农业产业链

大多处于中低端，产业链条较短、资

源聚集难、多种功能发育不足等诸多

问题辄待破局。

当务之急是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把乡村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文化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

争优势，集农业研发、生产、加工、

储运、销售、品牌、体验、服务等各

环节、各主体链为一体，以农产品

“三品一标”为导向，增加高品质农

产品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竞争

力，围绕全链条打造更高附加值的产

业链，以农业的全面升级和三产的融

合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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