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 張亞榮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7報道特別
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

2015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臨吉林省和龍市稻
田視察，做出了 「糧食也要打出品牌，這樣效益
好、價格好」的重要指示。

通過完善標準體系、加強質量安全監管、打造安
全放心 「金字招牌」的農業品牌化發展之路，其綜
合效益是遠遠超出了品牌建設本身，還包括推動農
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農業新技術新工藝新模
式推廣應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適度規模經
營，加快農產品加工高質量發展；帶動就地就近就
業，切實增加農民收入；壯大鄉村旅遊、休閒康
養、電子商務等適宜農村的現代服務業、培育鄉村
發展新動能等多重效應。實為農村農業現代化的戰
略新抓手。

2020年9月22日，吉林·四平2020年中國農民豐收
節在習近平總書記前不久視察過的梨樹縣開幕。在開
幕式上，景俊海等領導為四平市 「平地生香」農產品

區域公用品牌按下了啟動鍵，並共同見證 「平地生
香」四平市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發布，為首批授權使
用企業代表頒發授權使用牌匾。景俊海鼓勵商家農戶
說，要多探索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新路子，發展延伸
農產品和食品深加工產業鏈條，開拓市場、打響品
牌、提升附加值，為推動鄉村振興、加快新時代吉林
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鼓勁添力。

被習近平總書記讚譽 「你們是品牌」的吉林大米
公用品牌，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統籌部署
下，歷經八年建設，已成為吉林農業第一品牌、全
國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鮮活樣本，品牌影響
力、公眾美譽度、市場佔有率均得到顯著提升；中高
端大米產銷量由11億斤增長到了20億斤。在習近平
總書記視察過的和龍市，取得了長足發展。形成了
以特有自然資源為依託、有機產業與綠色發展相結
合的農業品牌化發展之路；構建起了包括稻米種

植、稻米系列產品加工、稻米系列產品 「互聯
網+」交易、稻米文化旅遊等的全產業鏈條；近三
年來，其開創的 「共享稻田」品牌實現銷售額2400
餘萬元，帶動貧困人口 1600 餘戶，戶均增收 3000
元左右。

作為中國農業品牌化發展道路的先行者，吉林大
米公用品牌建設所開創的中國特色區域農產品公用
品牌發展路徑——政府主導區域公用品牌建設策
略、中高端品牌定位策略，持續完善品牌建設與營
銷體系，通過公用品牌推進三產融合與城鄉融合、
農產品加工產業集群發展與新型經營主體培育；完
善質量標準體系、健全品牌建設組織保障體系，打
造以 「吉林大米」主品牌為核心的特色產品系列品
牌、標誌產區品牌、企業品牌構成的品牌體系；創
新營銷推廣模式，強化互聯網營銷思維等等，已被
國內多地借鑒推廣。

為繼續深入實施農業品牌化發展戰略，景俊海提
出，堅持一業一品，讓吉林品牌更響亮；出政策、
優服務、架橋樑、解難題，突出特色優勢，共建吉
林 「大品牌」，打造各自 「小品牌」，讓 「吉字
號」食品賣向全國、走向世界。在這一指導思想
下，吉林省 「十四五」規劃提出，將圍繞打造農特
產品與食品加工產業高地的戰略目標，實施農業品
牌建設工程，打造吉林大米、吉林玉米、長白山人
參等七大 「吉字號」核心區域公用品牌，同時鼓勵
各地培育特色品牌，力爭到 「十四五」末打造區域
公用品牌 100 個、企業品牌 200 個、產品品牌 300
個。實現農產品大省向品牌大省轉變。

品牌是征戰市場的利器，是農村農業現代化的一
面旗幟，更是做大做美 「三農」戰略後院的信心保
障。當這旗幟和信心高高飄揚在 「三農」戰略後
院，便可以說，這是一個牢固而強大的後院。

做大做美 「三農」 戰略後院
吉林省貫徹落實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創新實踐（下篇）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農業農村

現代化進程，直接關係到社會主
義現代化目標的進度和質量成
色。這一論斷表明，在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
中，大頭重頭在 「三農」 ，基礎
和潛力也在 「三農」 ；無論面對
民族偉大復興的長期目標，還是
應對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三農」 均具國家戰略後院的突
出地位。
守好這一戰略後院，並進一步

將其做大做美，須所有具備條件
的先行者，沿着頂層設計的戰略
方向不斷開山闢路。自習近平總
書記2015年指示吉林省 「率先實
現農業現代化、爭當現代農業建
設排頭兵」 ，吉林即將此先行之
責扛在了肩上。去年7月，習近平
總書記第三次視察吉林時，又有
明確指示， 「要抓住實施鄉村振
興戰略的重大機遇，堅持農業農
村優先發展」 「要堅持農業現代
化和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體
推進」 。而他特別肯定 「吉林處
於農業現代化的第一方隊」 ，則
表明吉林未辱使命，已由先行者
變為引領者。
吉林省委書記景俊海表示，

習近平總書記對吉林 「三農」 工
作寄予厚望，五年三次考察吉
林， 「我們一定不負總書記的殷
切囑託，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
展，爭當現代農業排頭兵」 。
在吉林省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的探索進程中，已形成以 「爭率
先」 為旗幟，加快現代農業三大
體系建設，促進農業全面升級、
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的
整體布局，呈現了加快鄉村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三
產融合等實踐經驗。實踐證明，
現代農業已成為吉林振興的重要
支撐，證明 「三農」 大有作為；
吉林的農業資源稟賦具有中國
「大國小農」 的典型要素特徵，

這意味着其諸多先行先試的實踐
經驗，具有更普遍的推廣價值和
意義。 文/冀文嫻

6月16日，在吉林省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 「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聚焦黑土地保護與利用」 專場上，吉林省委農辦主任、省農業
農村廳廳長張鳳春介紹了吉林省在黑土地保護與利用方面的工作措施。 趙博攝

習近平總書記將農業農村現代化爭先任務交給吉
林的同時，亦在時刻關切其探索進程，在近五年三
次視察中不斷給予具體指導和重要指示。去年 7
月，他再次對吉林強調，要深化農村改革，要突出
抓好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兩類農業經營主體發
展，推進適度規模經營，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
革，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

改革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法寶。改革開放之初，正是
農村改革的偉大實踐，推動 「三農」面貌發生巨大變
化。新時代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還是要通過深化改
革，為其提供進一步的制度供給，完善現代農業產
業、生產、經營三大體系，激活農村資源要素，破除
制約農業農村發展的制度障礙，激發強勁內生動力。

景俊海認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
神，完成率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歷史重任，歸根
結底是要充分用好農村改革這一重要法寶，切實加快
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他指出，要推進農
村土地制度改革、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等見政策、見行
動、見效果，激發農村資源要素活力。要加快城鄉融
合發展，重塑城鄉關係；要夯實築牢鄉村治理這一堅

強基石。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用，抓實鄉村文化建
設，培樹好家風、好村風、好民風，提高鄉村善治水
平。堅持鑄魂與塑形一體推進，實施鄉村建設行動，
讓農民群眾更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年來，吉林圍繞 「激發農村資源要素活力」，持
續深化農村綜合改革。推進農村承包地 「三權分置」
改革，農村土地流轉3068萬畝。推動宅基地 「三權分
置」改革。規範開展房地一體宅基地日常登記頒證，
確權登記率91.7%。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盤
活農村土地、水面、林地等資源要素，農村土地流轉
交易市場基本實現縣鄉全覆蓋。積極推進農村金融服
務創新。吸引城鎮資本下鄉進村，推進 「土地貸」
「大棚貸」 「農機貸」等金融產品創新等。
圍繞 「誰來種地、怎麼種地」，大力實施新型農業

經營主體培育計劃。截至目前，家庭農場發展到14.6
萬戶，農民合作社8.4萬戶。實施家庭農場培育計劃
和農民合作社質量提升計劃，縣級以上示範家庭農場
達到4000家。探索發展以全程託管為主、單環節託管
為輔、土地股份合作等為補充的農業生產託管模式，
截至目前，農業生產託管服務組織發展到1.8萬家，

託管面積5725萬畝次，服務帶動小農戶77%。採取先
建後補、以獎代補、貸款貼息等方式，支持新型農業
經營主體提升經營和創新發展能力。

圍繞 「補短板、強弱項」，統籌實施鄉村建設行
動。啟動村莊基礎設施建設實用性規劃編制，年內實
現全覆蓋。啟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深
入實施 「千村提升、萬村整治」工程，用5年時間讓
村莊面貌有根本性變化。創新農村基層治理體系，推
進國家級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推動鄉鎮服務農民
區域中心建設。加快推進14個縣份鄉村振興示範區創
建。支持長吉接合片區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先行
先試。啟動第三批省級特色產業小鎮創建等。

人才是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
鍵。景俊海強調，要加快以人才振興促進鄉村振興
的機制創新，讓各類人才在農村廣闊天地盡展所
能、大顯身手，為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保障國家
糧食安全提供人才支撐。近期，吉林組織開展了首
批優秀鄉村人才評選工作，選出 「鄉村振興傑出人
才」10名， 「鄉村振興優秀人才」100名，鄉村人才
高級職稱獲得者300名。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兩會期間參加吉林代表團
審議時指出的 「推進農業現代化，要突出抓好加快
建設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現代
農業經營體系三個重點」，明確了農業現代化的基
本定義。而通過加快建設三大體系，以強大的現代
農業產業體系為戰略主抓手，着力推動一二三產融
合，對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
代化同步發展目標，具有決定性作用。

因為只有產業興旺，才能為鄉村發展提供就業機
會、增加農民收入，它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重要
保障。因為通過立足三大體系現代化協同推進的一
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以 「糧頭食尾、農頭工尾」為
抓手發展現代農產品加工業，健全全產業鏈，可以
把以農業農村資源為依託的二三產業盡量留在農
村。

景俊海提出，吉林爭當現代農業排頭兵，要緊緊
抓住產業興旺這一源頭基礎。加快推動一二三產業
融合發展，打造萬億級農產品和食品深加工產業，
提高全產業鏈價值，帶動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創業，
讓農業主業興、農村百業旺，讓農民在產業興旺中

增進福祉。
圍繞具體發展路徑，他強調，要堅持一鏈一策，

讓產業鏈條更完整。大力推廣 「生產基地+中央廚
房+餐廳超市」等模式，強化產銷對接；要堅持創新
發展，讓一二三產融合更順暢。發展壯大縣域經
濟，引導農產品和食品加工企業在縣域布局，實現
多層次、多環節轉化增值。發揮 「政產學研用」創
新聯盟作用，發展數字農業等新業態新模式，最大
限度兌現農業觀光價值、山水生態價值、農村民俗
價值；要堅持做大平台，讓優勢布局更集中。打造
特色產業區，發展加工園區，努力形成特色鮮明、
優勢互補的高質量發展布局。

近年來，吉林圍繞 「糧頭食尾、農頭工尾」、一
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加快打造農產品加工業和食品
產業等現代產業體系。以延伸產業鏈、打造供應
鏈、提升價值鏈、共享利益鏈為重點，打造玉米水
稻、雜糧雜豆、生豬、肉牛肉羊、禽蛋、乳品、人
參、梅花鹿、果蔬和林特等10大產業集群，做大做
強做優農產品加工業和食品產業。2021年，省級農
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將發展到600戶以上，省級示範農

業產業化聯合體100戶以上。力爭用5到10年時間，
農業及農產品加工業和食品產業產值接近萬億級規
模。實施重大行動。突出以園區聚項目、以龍頭帶
群體、以科技促升級，實施重大項目建設、龍頭企
業培育、園區創建、創新轉型升級、原料基地建
設、品牌打造、農產品流通降本增效等行動。力爭
到 「十四五」末，培育銷售收入超 10 億元企業 25
家、農產品加工示範園區20個。

為扎實推進十大產業集群和平台載體的培育發展，
吉林省委、省政府注重體制機制創新，出台了5個方
面30條《關於加快農產品加工業和食品產業發展的意
見》。省政府成立領導小組，實行產業集群群長制。
綜合運用財政資金、市場化基金、信貸、擔保、保險
等多種方式，統籌中央補助和省級專項資金。探索實
施點狀供地等靈活供地方式，盤活用好農村存量建設
用地。在產糧大縣布局重大項目，把產業鏈主體留在
縣域，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

吉林省成體系打造現代農業產業，不但為其農業
強、農村美和農民富提供了新動能，亦開創了中國
特色農業產業革命的新途徑。

用好農村改革傳家寶
加快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做足三產融合大文章
建設強筋壯骨的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

強化提質增值新抓手
打造高效益的區域農業公用品牌矩陣

梨樹百萬畝綠色食品玉米標準化基地核心區

延邊州和龍市光東村水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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