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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亿万农民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喜看乡村振兴这一年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记者 高云才 王 浩 

《 人民日报 》（ 2018年 10 月 20日   01 版） 

  2017 年 10 月 18 日，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号召。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

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神州大地沸腾，亿万农民振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中，深刻阐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要求、方向道路、工作布局、基本

任务和原则，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年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潮澎湃，开局好、起步稳、人心齐。 

  乡村振兴的基础越夯越实 

  粮食产能稳定，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农业绿色发展不断推进 

  一年来，党中央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我国“三农”发展站上新起点，乡村振兴的基础越夯越实。 

  粮食产能稳定。乡村振兴的热潮，让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种粮大户程夕兵满怀憧

憬，他今年共流转了 260 亩地，预计能挣 20 多万元。吉林省蛟河市新站镇五家子村种粮大户

黄金太心情很好，他流转的 70公顷黏玉米和 10公顷干玉米都是丰收在望。据农业农村部农情

调度，目前秋粮主产区丰收已成定局，预计今年全年粮食产量又将突破 1.2 万亿斤。这是我国

连续第六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6亿吨，也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第一个丰收年。农业农村部种植业

管理司司长潘文博介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粮食总产量仅 6000 多亿斤，2013 年起迈上 1.2

万亿斤台阶，40 年总产量翻了一番，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大战场镇石喇叭村村民张彦彪说：“宁夏枸

杞甲天下，中宁枸杞别样红。”中宁枸杞走红市场，科技支撑功不可没。近年来中宁县推广的

“宁杞 5号”和“宁杞 7号”，产量高、质量好，全县已推广枸杞新品种 5.3 万亩，建成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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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烘干设施 707座，枸杞鲜果机械制干率达到 75.6%。得益于科技支撑，中宁县枸杞种植面

积达 20万亩，干果产量 4.82 万吨，综合产值达 39.7 亿元。 

  目前，农业科技、装备、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已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现代农业建

设实现了由量变积累到质变提升的转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

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 95%，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 66%，小麦基本实现全

程机械化，玉米、水稻机械化水平超过 80%，新型职业农民超过 1500万人。 

  农业绿色发展不断推进。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家灵村村民漆家苏说：“渠长制促进了河长

制的落实，农业节水更规范了。”近年来我国农业用水总量稳定在 3700 多亿立方米，在粮食

及农产品大幅增产的同时，用水量没有增加，占全社会用水总量的比重还在下降。在绿色发展

上我国不再欠新账，开始逐步还旧账。2016 年起，我国农药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去年化

肥使用量实现负增长，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和农膜回收

率均已达到 60%以上。2001 年，我国蔬菜和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为 62.5%和 66.5%，

今年上半年蔬菜、畜禽、水产等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高达 97.1%。 

  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越来越多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进，乡村产业扎实推进 

  今年中央 1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分三阶段实施，明确了到 2020年、2035年和 2050

年的目标任务。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按照中央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紧紧围绕“五

个振兴”基本任务，大力推进各项工程、计划、行动开局起步，确保各关键节点任务如期完成。 

  农村人居环境在改善—— 

  “昔日捕鱼队员，今天成了护水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下邵社区村民高云昌

这样形容自己。有了护水人，下邵社区环境优美，青山黛影，绿树成荫。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及

配套设施建设有了很大进步，根本原因是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愈加充分。 

  今年 2月，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各地纷纷行动起来，强

化制度供给。广东对 2227 个省定贫困村平均安排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1500 万元，并从 2018 年

开始对粤东粤西地区每个行政村平均安排补助 1000 万元，支持各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快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黑龙江省制定了关于整合有关财政涉农资金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见，按

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集中投入的原则，整合 9项资金用于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改进—— 

  今年，河南积极对接有关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农村公路改造、农村电网改造等项目信贷资

金 806.23 亿元。福建通过实行旧村复垦新增耕地形成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将

交易资金用于农村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认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便利的公共服务，

是振兴乡村、聚拢人气的硬件要求。当前，城乡差距除了收入之外，最直观的还体现在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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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公路、通信、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欠账较多。需要把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水电路气讯建设向农村延伸，加快推动公共服务下乡，大力发展农村科

教文卫体等社会事业，推进科技信息服务向农村覆盖。 

  乡村产业在发展—— 

  江西省横峰县新篁办事处早田村村民蒋金春通过互联网卖山货，甜茶、笋干、竹酒、葛根

粉、李子都卖得好，带动近 200户农户增收，乡村产业扎实推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要

加快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农业行业门类齐全、品种丰富，但农业精深加工不足、产业链条短，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

按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唱响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主旋律。 

  促进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农业服务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就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农业，用现

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提升农业科技和装备应用水平，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大

力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机械化和信息化，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经

营集约化、组织化、规模化、社会化、产业化水平，加速农业转型升级。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设定明确目标 

  首次建立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从普通乡村过渡到魅力乡村，俺们基层群众正盼着乡村振兴的规划呢！”这是记者今年

8月来到甘肃省康县白杨乡朱家沟村时，村党支部书记朱彦杰念叨最多的一句话。现在，“不

砍一棵树、不埋一眼井、不毁一株草、不挪一颗石”是朱家沟村发展的底线。以前打麦的石碾

子用来做了桥栏杆，旧铁匠铺也恢复起来，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体验场所。村民摆摊卖起了当

地特色面茶，每逢旅游旺季，一个摊位一天最多能卖出 300碗面茶，日收入过千元。 

  今年国庆节前夕，恰是桂花飘香时，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细化实化了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工

作重点和政策举措。《规划》共 11 篇 37 章 107 节，设置 1 个指标专栏和 15 个任务专栏，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这是乡村振兴开局之年的又一件大事。 

  韩长赋说，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规划》按

照分三个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设定了阶段性目标。明确了今后五年的重点任务，提

出 22项具体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 3项、预期性指标 19项，首次建立了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规划》对统筹城乡发展空间、优化乡村发展布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出了要求，并按照

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 4种类型，明确了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方法和步骤。

围绕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规划》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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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等作了明确安排，部署 82 项重大工程、重大计

划、重大行动。围绕乡村振兴“人、地、钱”等要素供给，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城乡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举措。 

  推进城乡统一规划。过去农民出门，有的为乘坐汽车要走十几里山路，现在这些问题解决

了，但是其他方面还存在短板，亟待补上。特别是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

境保护等领域，还要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形成城乡产业发展互补、基础设施互联、公共服

务均等、资源能源共享、生态环境互促的格局。随着乡村环境改善，城里人都愿意到乡村呼吸

新鲜空气，享受田园风光，要通过城乡统一规划，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国家发改委专门制定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就是

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振兴 20 个字的总要求中，产业兴旺是第一位的，农村

只有产业兴旺了，农村发展才有基础和后劲。要重塑城乡关系，特别是向改革要动力，推动人

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平等交换，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说，为确保《规划》目标任务落实落地，《规划》从落实各方责任、

强化法治保障、动员社会参与、开展评估考核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从聚焦阶段任务、

把握节奏力度等方面，对梯次推进乡村振兴作了部署。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张规划干到底。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兰思仁认为，要根据各地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和文化风俗的差异，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保持定力，有序推进。不同地域农村的差

异非常大，不能定“一刀切”的农业农村发展规划指标和目标。应当遵循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

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目标和指标，根据发展阶段、实际情况的不同以及差异的客观存在区别处

理。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乡村振兴大幕开启，激发了亿万农民重粮抓粮、干事创业的热

情。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党委书记李锦柱给本报记者发来一首诗，表达了广大基层干

部群众投身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豪情：“长征万里第一步，云崖铁索待脚量。希望田野花烂漫，

时代新歌献给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