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會
農 業 熱 點 篇

建設農業強國 專家析兩大重要任務 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夕，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簡稱「一號文

件」）發布，除了部署當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之外，首次

提出建設「農業強國」五大內涵。農業強國、鄉村振興等話題料在

全國兩會上引發熱議。多位農業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建設農業強國對突破制約，保障糧食安全，提升農業現代化水

平，促進鄉村振興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今年，中國開始向建設農業

強國的目標邁進，需統籌兼顧農民增收、糧食安全等重大任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麥苗青，正
生長，一片生
機勃勃。站在
安徽省淮北市

濉溪縣五溝鎮廟前村，曾經一片片
「巴掌田」已化零為整成為高標準農

田。
農業大省安徽，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主要

發源地，中國5個糧食淨調出大省之一，糧食
產量連續六年穩定在800億斤以上，穩居中國第

4位。當前，正值冬小麥返青關鍵期。在安徽淮
北、阜陽、亳州、淮南等市，圍繞農田增量、農業

增效、農民增收，各地積極探索「小田併大田」「農
業大託管」等路徑，為鄉村振興探路。

放眼一望，只見田塊成方、溝渠相通、道路相連，田頭還有
蟲情測報儀、土壤墒情儀和一個小型農業氣象站。

濉溪縣五溝鎮副鎮長王勇介紹說，經過探索，廟前村採取
「全村一塊田、到冊不到戶」的「數字田塊」模式，將全村
6,524塊「巴掌田」整合成1塊萬畝高標準農田，流轉給一家大
型農業企業，每畝租金增加到1,000元（人民幣，下同），全部
返給農戶。同時，企業依託其市場資源、種植技術等優勢，畝
均糧食增產30%。

中化現代農業安徽有限公司農藝師時強強指着田間的一款設
備說：「這一個設備可以自動澆灌50畝土地，一個人可以負責
很多台設備。此外，我們還通過衛星遙感，來監測田間長勢，
決定是否治蟲、補肥。」

記者在安徽農管家農業服務公司的淮南市農業生產大託管大
數據指揮艙的顯示大屏上看到，截至目前，淮南市已有66個鄉

鎮、163,587戶農戶將110餘萬畝耕地「大託管」。
在淮南市，「大託管」試點實施近3年來，從耕、種、管、

收、烘、儲、銷全環節提供服務外，還將服務的鏈條延伸到訂
單生產、金融保險等多領域。其中，參與「大託管」農戶戶均
增收2,000元以上。

據悉，今年安徽將繼續全力推進以土地制度改革為牽引的農
村各項改革，深化「小田變大田」及「大託管」服務改革等，
為鄉村全面振興助力。 ◆中新社

小田變大田「農業大託管」

保障糧食安全
兼顧農民增收

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

「一號文件」首提建設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
營體系強、產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的農業強國，為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指明了方向。關注「三農」問題的
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認為，這無疑契合當下和未
來中國農業發展方向，也是二十大報告中農業強國建
設目標的首次落實和啟動，意義重大。

農業做大做強 量與質協調提升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經濟貿易系主任
李春頂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分析指出，「農業強國」的
提出不僅提出了中國農業未來高質量發展、高質量增
長以及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的具體實現路
徑，也提出了未來中國整個農業要做大做強，從過去
單純強調數量的發展變成數量的增長與質量的提升相
協調，還要通過建設農業強國來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
糧食穩產保供是頭等大事，農業強國的首要任務就
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一號文件」開宗明義，守好
「三農」基本盤至關重要、不容有失。文件提出，
2023年確保全國糧食產量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
15.46億畝永久基本農田逐步全部建成高標準農田，實
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全方位夯實糧食
安全根基。
「我們一定要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全國人大
代表、四川農業大學校長吳德長期以來持續關注糧食
安全核心問題。今年兩會，他計劃在聚焦農業安全保
障法和糧食安全科技創新保障體系建設兩個方面提出
議案和建議，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
「三農」工作有兩個永恒主題，保供和增收，增加
農民收入是「三農」工作的中心任務，「一號文件」
更是把「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列為單獨篇章，提
出促進農民就業增收、經營增收，以及賦予農民更加
充分的財產權益。農業農村部公開數據顯示：2022年
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2萬元大關，工資性收入佔
農民收入的41.96%，是農民增收貢獻的大頭。家庭經
營淨收入佔農民收入的34.63%，其中六成多來自農業
經營收入。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農業經濟系教授穆月

英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國農業就業份額從1978年
的70%下降到2021年的23%，有專家測算稱，中國

早已進入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指經濟發
展中的一種狀態，經濟剩餘導致鄉村勞動力減
少），意味着農業不再有剩餘勞動力。加之農村人
口老齡化程度顯著高於城鎮，引發了各界對「誰來
種地」的擔憂。

大力培養青年農民刻不容緩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
國外農業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蘆千文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無人種糧」「不會務農」是今後推進農業現代
化面臨的重大挑戰，大力培養青年農民已刻不容緩。
培養青年農民既要通過教育、技能培訓等提升整體技
能素質，更要通過全方位配套政策，培育新型農業經
營和服務主體，創造全產業鏈就業創業機會，讓農業
成為留得住人才的產業。
李春頂分析指出，隨着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以及
與農業相關的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等方面的進一步
提升，未來涉足糧食生產鏈條的農民數量應該會增加。
另一方面，隨着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的趨勢，未來直接
種地的農民比例還會進一步減少。但他同時指出，隨着
農業科技的發展，中國糧食安全已經實現了可靠的保
障，未來糧食安全方向會從數量的增加轉變為質量的提
升。
穆月英則表示，在中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
及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支持下，農村產業發展為
農民帶來更多的創業和就業機會，近幾年農民工返鄉
創業就業人數不斷增加，形成了農民工的「反向」流
動新趨勢。
中國國家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在解讀「一號文件」

時提出，農民增收是中心任務，糧食安全是首要任務，
都很重要，在實踐上要處理好兩者的關係，統籌兼顧
好。

種子和耕地是糧食安全關鍵
「18億畝耕地紅線，養活14億人口，在現行消費水
平下，中國農業資源面臨絕對短缺。城市能給農民提供
更多的就業機會，留下種地的農民就可以在有限的耕地
資源中平均到更多，兩方面可以統籌兼顧。」中國社會
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產品貿易與政策研究室主任胡
冰川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保證糧食安全有兩個關鍵因
素，一個是種子，即種業科技創新；一個是耕地，即建
設高標準農田。兩者都是為了在原有農業生產基礎上提
高單產，兩者都需要政府通過公共投入來促進農業內涵
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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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戶農戶將110餘萬畝耕地「大託管」。

◆2月25日，山東省棗莊市稅郭鎮三屯村
農民在利用農業機械播種春土豆。 新華社

◆ 2 月
26日，遊

人在陝西西
安長安唐村梅園

內賞梅。長安唐村
位於西安市長安區王

曲街道，以農文旅融合
發展為帶動，促進區域鄉村

振興。 新華社

作為鄉村振興「五大振興」之首，
產業振興是促進農民增收致富背後最重
要的支撐。「一號文件」對推動鄉村產
業高質量發展作出具體部署，提出做大
做強農產品加工流通業、加快發展現代
鄉村服務業、培育鄉村新產業新業態、
培育壯大縣域富民產業等。

鄉村服務業是鄉村振興增量部分
「整個農業產業鏈中，為上下游服
務的各種行業構成了農業服務業，或者
說鄉村服務業，其中包含了農業生產上
游的種子、農藥、農技等服務，下游的
銷售、物流、包裝等環節，以及鄉村本
身涉及到一系列休閒旅遊、餐飲、文化
等社會保障服務。」中國農業大學經濟
管理學院教授、經濟貿易系主任李春頂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春頂認為，當前中國鄉村服務業
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趨勢，但發展質量
和水平還不高，未來仍有很大發展空
間，鄉村服務業發展將是未來鄉村振
興過程中頗具潛力的一個方向，也是
未來實現鄉村振興非常重要的組成部
分和增量部分。
「一號文件」提到，提升淨菜、中

央廚房等產業標準化和規範化水平，培
育發展預製菜產業。中國農業大學經濟
管理學院農業經濟系教授穆月英指出，

蔬菜是中國僅次於糧食的第二大作物，
也是許多農村的重要產業和農民收入的
重要來源。目前中國蔬菜產業發展面臨
着勞動力年齡偏大、經營規模小而分
散、經營成本高，以及產業鏈條較短、
流通體系不規範等諸多弊端。

數字經濟是數字鄉村重要內容
全國人大代表王銀香認為，要在農

村發展產業，前提就是要形成一定的
經營規模，這樣才能進行品牌、標
準、體系的建設。提到未來發展方
向，穆月英建議以農業生產者作為產
業融合的主體，從生產環節向產前或
產後延伸，形成有序的利益分配機
制，並加強各類流通和市場體系建
設，規範產銷兩地批發市場，通過
農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保障農業
生產經營者的利益，還可以通過
生態標準園、特色採摘園等，
讓發展農業與滿足消費者多
樣性需求有機結合。
「一號文件」指出，
要培育鄉村新產業新
業態，深入實施
「數商興農」和
「互聯網+」農
產品出村進城
工程。「三

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
鐵軍認為，數字經濟是數字鄉村的重
要內容，但也是鄉村振興最大的短
板。「在農業領域，數字經濟的企業
並不掌握生產端數據，因為生產端在
農業，跟自然資源環境條件緊密結
合，無論植物還是動物都是自然形成
的過程，以至於生產端的數據收集比
較困難，需要新的技術手段助力。」

鄉村振興：培育新產業 注重高質量

◆春耕備耕時節，各地農民搶抓農時，忙碌的身影在希望的田野譜奏春天的旋律。圖為2月24日，在河南省焦作市溫縣溫泉街道後
東南王村，學員在農業植保無人機操作員培訓班上觀摩無人機飛行演示。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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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吉欣 2023年3月2日（星期四）

◆1992年出生的
十四屆全國人大代
表王穎是遼寧省朝
陽市朝陽縣木頭城
子鎮十家子村黨支
部書記。2014 年
大學畢業後，成為
一名返鄉新農人。

新華社

近五年來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單位：人民幣）

2018年 1.46萬元 比上年實際增長6.6%

2019年 1.60萬元 比上年實際增長6.2%

2020年 1.71萬元 比上年實際增長3.8%

2021年 1.89萬元 比上年實際增長9.7%

2022年 2.01萬元 比上年實際增長4.2%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