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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土栽培，沙漠产稻，太空种子……这些看似神话的农业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得到越

来越多的应用，使传统农耕生产力得到提升。

新质生产力，是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新组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不仅在我国工业、科技、文旅、医疗服务等领域得到重视和应

用，在我国优质农产品开发与服务领域，同样值得因地制宜发展和提升。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简言之，是指那些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经

济增长质量的力量。“新质生产力包括六个内涵特征，即创新、质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

量、符合新发展理念。这些特征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本质

要求。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

含量、高效率和高质量的特点，同时符合新时代的发展理念。这种生产力形态以创新为主导，

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

演进方向。推进中国优质农产品的开发与服务，需要注入这些特征内涵。

新质生产力还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

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能够引领创造新的社会生产时代。要实现农产品优质率的提升，

显然少不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要结合我国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率先提出并探索

实践大食物观，在 2022 年全国两会期间进一步明确“要树立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

食物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大食物观的重要论述，立足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实际和人

民食物营养新需求，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新时代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

导我国优质农产品的开发与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只有立足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实际，提升新

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以高科技手段，不断创新，才能实现优质农产品品质优、质量高，

满足人民食物营养新需求。

两个多月前，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在京召开。会

上，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坚持把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作为重点工作，继续以“主攻流通、主打品牌”为主线，坚持绿色发展，“播芳

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开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局面。可以相信，本届理事会秉持大

食物观，提升新质生产力，一定能够实现以上承诺。在未来几年，理事会将开拓进取，创新技

术应用，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推进产业升级和扩大国际交流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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