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锚定建设农业强国
目标，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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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巩固大豆扩
种成果，推动大面积提高单产。适
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在全国实
施三大主粮生产成本和收入保险政
策，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完善主产
区利益补偿机制。扩大油料生产，
稳定畜牧业、渔业生产能力，发展
现代设施农业。加强病虫害和动物
疫病防控。加大种业振兴、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实施农机装
备补短板行动。严守耕地红线，完
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加强黑土地
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高标
准农田建设投资补助水平。各地区
都要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必须践行
好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始终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强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支持脱贫地
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防止返贫
就业攻坚行动，强化易地搬迁后续帮
扶。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加
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力
度，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
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让脱贫成果
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启动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

试点。深化集体产权、集体林权、农
垦、供销社等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着眼促进农民增收，壮
大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培养用好乡村人
才。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大力改
善农村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加强充电桩、冷链物流、寄递
配送设施建设，加大农房抗震改造力
度，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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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保障粮食安全 端牢中国饭碗

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每年全国两
会上对三农问题的重要关切，“粮食安
全”必列其中。去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谈到粮食安全时忆及往事：我在福
建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看吃菜的问
题。福建人说“三天不见绿，两眼冒
金光”，吃不上菜那就是政治，这种意
识是很强的。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总书记念
兹在兹。2023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
内外形势和多发重发的自然灾害，全
国农业农村系统、农业科技工作者和
农民一道，迎难而上，聚力攻关，克
服了春季局部干旱、夏季黄淮罕见

“烂场雨”和西北局部干旱，以及汛期
华北、东北局部严重洪涝等多重困难
和挑战，大灾之年再夺丰收。全国粮
食总产量13908.2亿斤，连续9年稳定
在 1.3 万亿斤以上，粮食总面积、单
产、总产实现“三增”。

这份丰收成绩单的取得殊为不
易，背后凝聚着从政府部门到科研人
员、农民主体不断创新的智慧和勤奋
耕耘的辛劳。“去年在山东、河北等地
区，夏收小麦在前期遭遇了寒潮降
温，有的小麦冻死了，而‘济麦22’
因抗性良好基本没有发生冻害情况，
为夏粮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全国人
大代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小麦育种专家刘建军口中的“济麦
22”，就是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培育出
的小麦品种，已累计推广3.5亿亩。

“得益于种子和技术创新，我国小
麦产量从1949年亩产不到100斤，到
现如今平均亩产可达390多公斤。”刘
建军感慨道。这几年，刘建军的工作
重心放在远缘杂交育种，以及抗赤霉
病、白粉病和条锈病等病害的小麦新
品种培育上，“期待能够突破当前育种
存在的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局面，同时
通过品种创新提高小麦的抗病性，推

动小麦高产稳产。”
事实上，过去一年我国的农业科

技创新成果多点涌现。全国农业种质
资源普查圆满完成，新收集种质资源
53万份；国产白羽肉鸡品种市场占有
率又提高了10个百分点；山地玉米播
种机等短板机具陆续量产，丘陵山区
等部分机具初步实现了“有好机
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3%，科技成为稳粮增收的利器。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
平总书记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强调：“耕
地红线终身责任制，在哪一任耕地红线
突破了，退了休也要追究。”18亿亩耕
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是关系国家命
脉的安全线。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
量。一年来，耕地保护工作稳扎稳打，
80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如期完
成，黑土地保护工程、退化耕地治理、盐
碱耕地改造等持续推进，创新投融资渠
道、完善建管结合长效机制，资金、制度
等保障支撑作用更有力。

擦亮生态底色 绘就绿色画卷

绿色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搞
不好就不是“金山银山”，反而成了亏
钱买卖。

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扮靓
村容村貌，发展乡村旅游，绿水青山
也能变为金山银山。在“两山”理念
发源地余村，创新实践一直在升级。

“这两年，我们创新推出‘余村全球合
伙人计划’，寻访、联合各类创新创业
人才、机构、企业，与余村形成联合
奋斗共同体。”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安
吉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在外
的村民返乡，‘新乡人’来村扎根，带
着‘原乡人’一起做露营、乡村咖
啡、文创和音乐，也影响着长辈一起
融入年轻人的生活。”

农业的生态底色也愈加凸显。
“去年我的提案已经在今年农业农村
部的一号文件中有体现。”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
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静在去年
提出了农产品绿色生产“减药”的有
效措施。

绿色发展理念在农业的全链条、
全领域不断深入。农业产地环境明显
改善，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面
积覆盖率达54.1%，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78.3%，农膜回收处置率稳定
在80%以上……我国绿色农业发展正
蹄疾步稳，阔步向前。

升级特色产业 带动农民增收

产业兴则乡村兴。去年全国两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产业振
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积极延
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培育发展农村
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

一年来，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特
色产业集聚升级。农业农村部支持新

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0个农
业产业强镇。黑龙江大豆产业集群、
江苏小龙虾产业集群、浙江湖羊产业
集群……各地产业呈现出特色鲜明、
优势集聚的趋势，新产业新业态成为
助力农民增收的加速器。

经过多年发展，各地农村都有了
一定的产业基础，电商直播、一二三
产融合等新业态悄然兴起，成为拉动
乡村产业的新增长点。

壮大人才队伍 激发乡村活力

返乡创业的成功需要政府的大力
支持。各地为鼓励人才回乡创业，在
资金、土地、技能培训等方面创设了
一系列支持政策。去年农业农村部门
聚焦重点领域、重点人才，通过项目
实施提升人才培育质量，乡村产业振
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农村实
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等，培养了一批懂
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农村人才。
同时，通过评优评先，对农村人才正
向激励，激发人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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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农业强国的铿锵足音
从春种夏长到秋收冬藏，从田间地头到远洋深海，从科技创新到绿色发展，过去一年，全国农业农村系统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交出了一份

“稳中有进”的答卷：实现“以秋补夏、以丰补歉”，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肉蛋奶、棉油糖、果菜鱼等产品量足价稳，三农底线守得稳，乡村
产业、建设、治理都有新进展，三农基本盘进一步夯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