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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5—11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全国两会的召开吹响了风雨无阻向前行

的奋进号角。代表委员齐聚一堂，共商国是，为“三农”事业和乡村全面振兴谋

划新征程。

全国两会上，乡村全面振兴成为热议的话题。代表委员表示，要锚定建设农

业强国目标，有力有效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更好地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眼促进农民增收，壮大乡村富民产业。2023 年，各地

方各部门着力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促进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全

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超过 9万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1691元，

比上年实际增长 7.6%。成绩来之不易。

当前，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规模化、品牌化、集聚化发展趋势明

显，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正加快构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因地制

宜，牢牢把握优良生态环境这个优势资源，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

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现代规模化、集约化农业，不仅能够解决保供问题，

还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要稳定农民收益，还需实现产需平衡。农民投入到

规模化农业，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卖难”，如何从“产得好”变为“卖得

好”，需要多方举措。要研究好农产品规模和布局，划分产区，协调各地区农产

品生产时间。要利用好数字化技术对接产销信息，建立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共

享，让数据多“跑路”以有效减缓市场波动的冲击、稳定农产品收益。提升市场

认可度，要加快发展品牌农业，需要提升农产品质量、严格标准化操作、确保食

品安全。要用品牌化发展实现农业效益的倍增。

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全国两会立足新方位、描绘新蓝图，开辟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局面。我们要坚定信心、铆足干劲，坚

持不懈地抓好“三农”工作，打好产业振兴这个基础，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定能绘就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壮美画卷。

以产业振兴为基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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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三农”
文︱本刊综合报道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

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全国两会的召开备受瞩目。在

新的历史坐标上，全国两会立足新方

位、描绘新蓝图，开辟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新局面。代表委员齐聚一堂、共商

国是，其中为“三农”事业和乡村全

面振兴谋划新征程是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各主流媒体的报道，本刊综合报

道代表委员为“三农”的建言献策。

农强与国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

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

代表委员纷纷表示，新时代新征

程，要下定决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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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给，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首要任

务。吉林省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代表表示，要

进一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带

动更多乡亲种好地、多打粮。今年合

作社要从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打造高产种植示范区，把黑土地用好

养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河北柏粮粮食储备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储粮课题研究组组长尚金锁代表

表示，要进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

压舱石。他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粮食

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

策体系，全方位提高种粮积极性和收

益。目前，他正带领团队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在小麦绿色保鲜储藏上寻求

突破，不仅让人们吃得饱，而且要吃

得安全、绿色、健康。

山东省临邑县富民小麦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魏德东代表表示，还要

解决“谁来种地”问题，要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今后将继续当好

乡亲们的“田保姆”，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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