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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农业农

村形势会“好上加好”，

亿万农民的“致富梦”

也渐行渐近。

立 足 我 国 资 源立 足 我 国 资 源

“单纯依靠扩大面积来提高产量的空间已经非常
有限。当前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 50%，城市化率继续
提高还要占用土地。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 1 个百
分点，将占用耕地约 600万亩。”毕美家表示，今后将主
要依靠科技提高单产，要改善基本设施条件，挖掘科技
增产潜力，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单产的潜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本设施条件改
善有增长潜力。目前我们国家 70%左右是中低产田，
这些中低产田通过改造，单产可以提高 20%以上。二
是，科技增产潜力大，这是主要着力点。

加强高标准农田和现代装备建设，夯实新一轮粮
食增长基础。建设一批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重点改

造东北黑土地、提升黄淮海盐碱地、改良南方的红黄
壤农地，打造我国三大粮食生产骨干区域，促进农
机、农艺、信息的深度融合，用信息化改造传统农
业，用信息化武装现代农机，推动实现农机智能化、
农艺精准化。

创新科技推广平台，增强新一轮粮食增长驱动
力。粮食生产每上一个台阶，都与技术进步密切相
关。要深入推进高产创建，大面积开展粮食增产模式
攻关，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突破技术瓶颈，组装配
套形成区域性、标准化的高产高效模式。深入推进高
产创建，在粮食生产优势产区实行整建制、大规模推广
应用，辐射带动更大范围增产。

我国粮食生产在高度重视基本设施改善和创新
能力提升的前提下，还要夯实粮食生产微观基础，培
育新一轮粮食增长“骨干队伍”。南方地区 50 亩以
上、北方地区 100 亩以上就是适度规模经营，要多发
展一些这样的大户。还要扶持一批种粮合作社，打
造一批家庭农场，建立一批专业化的服务队伍，发展
有中国特色的适度规模经营新模式。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建设新一轮粮食增产主力
军。我们在 13 个粮食主产区划定一批粮食主产市、
主产县，打造一批能够提供稳定粮源的国家队。重
点抓好产量超 100 亿斤的大市和产量超 10 亿斤的大
县，在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也划定一批粮食主
产县市和主产乡镇，使之成为区域平衡的生力军。
重点关注西北、西南地区通过发展旱作农业来提高

粮食产量的县市和乡镇，同时建立利益补偿机制，使
之成为下一轮粮食增产的中坚力量。

着力完善扶持政策，构建新一轮粮食增长“助推
器”。稳步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完善玉米、大豆
临时收储政策，稳定扩大“四补贴”政策规模，开辟新增
补贴项目，重点向种粮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重
点向防灾减灾稳产增产的关键技术倾斜，稳定和加大
产粮大县财政奖补力度。

对于有着 13 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吃饭问题无
论 何 时 都 是 头 等 大 事 ，要 把 饭 碗 牢 牢 端 在 自 己 手
中。毕美家表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加
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对重要农产品品种进行
战略平衡，着力强化农产品市场调控，切实保障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

构建增产“助推器”

 
































 

重 在 提 高 单 产

粮食实现“九连增”，农业科技功不可没，新科技如何传递到农民手里，农

民培训是主要手段之一。我们一定要清醒看到，农民培训的内容和方式还比

较落后，离现实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当前，各地正抓紧农闲时节对农民进行培训，采取现

场培训、举办培训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向农民传

播新知识、新技术。

粮食实现“九连增”，农业科技功不可没，新科技如何

传递到农民手里，农民培训是主要手段之一。在成绩面前，

一定要清醒看到，农民培训的内容和方式还比较落后，突

出表现为：

一是重“生产”、轻“生活”。对于新品种、新肥料、新农药

等培训得比较多，但对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卫生、安

全等知识培训较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

村，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没有高素质的农民难以建成

现代化的新农村。因此，不仅要重视对于农民“生产”方面的

培训，也要重视对于农民“生活”以及“生态”知识的培训。

二是重“高产、高效”技术，轻“食品安全”技术的培训。在

农产品短缺时期，农业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高产”。随着粮食

产量的大幅度提升，人们开始更加关注“高效”，并形成一系

列高效农业生产技术，对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挥了巨大作

用。现在，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不断增强，而在农业生产领

域，食品安全的意识还比较淡漠。除了加强监管之外，还需要

加强相关培训，增强农民的食品安全意识，从源头上下功夫。

三是重“一般”培训、轻“专业”培训。农民培训有特殊

性，特别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一般的

农民培训，已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在培训现场，参加培训

的往往是一帮“老头、老太太”，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培训的针对性不强。因此，要转变培训方式，把

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搬到大棚，带着问题去培训。同时，加

大对于村干部、村科技示范户、村经纪人的专业培训。今

年，农业部在全国选择 100 个试

点县，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培训，

势必会产生良好的培训效果。

农民培训不仅要求实、更要

求新，只有不断改进培训内容，

创新培训方式，才能取得实实在

在效果。

农民培训也要改进创新
孙世芳

必须立足我国资源条件，科学

确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保

底线、保基本、保重点，确保粮食

（含大豆）自给率保持在 90%以上。

“我国有 60%的人吃大米、40%的人吃面食，目前
我国谷物自给率在 95%以上，稻谷、小麦口粮产需平
衡。我们完全有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粮食总量
基本平衡。”农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告诉记者，加入
WTO 以后，需要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调
剂余缺。就进口总量来看，玉米、小麦、大米这三种粮食
的进口量占国内生产量的比重不足 2%。从需求来看，
主要是为了满足工业和饲料用粮等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进口粮食也有价格因素。例如国外大豆有价格优
势，据统计，国外进口大豆运到我国山东青岛港的价
格，每斤比国内便宜 2 角钱。所以我国的大豆进口相
对多一些。今后，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还会

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适量进口一些粮食。
毕美家说，今后必须立足我国资源条件，科学确立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保底线、保基本、保重点。
保底线，确保粮食（含大豆）自给率保持在 90%以上；
保基本，确保稻谷、小麦完全自给；保重点，确保玉米基
本自给，力争自给率 95%以上。

数据显示，2012 年 1 月至 10 月我国玉米净进口
386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6.04 倍。玉米作为重要的
饲料作物、工业原料，随着养殖业和深加工的发展，其
用量快速增长。毕美家说，我国玉米单产水平相对较
低，只要依靠科技、大力改善生产条件，确保 95％的自
给率是可以做到的。

2012年粮食生产实现了“九连增”。粮食进口也出现明显增幅，1月至10月我国进口小麦、玉米、大

米三种粮食产品比上一年同期增加929万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中国人有能力养活自己
—— 访 农 业 部 总 经 济 师 毕 美 家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报讯 记者杜芳近日从全国乡镇企业与农产品加工工作会议
上获悉：2012 年全国乡镇企业在调整中取得平稳发展，预计全年总
产值达到 60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9%以上，新增就业人数超过 200 万
人。同时，乡镇企业向“农”字号产业回归趋势明显，乡镇企业总产值
中，农产品加工业和以休闲农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分别占到四分之一。

点评：近些年，乡镇企业面临的环境虽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

是其与“三农”天然内在的联系没有变，对县域经济、对城镇化建

设发挥的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没有变，仍然是推进农村二三产业发

展的主力军。

新时期乡镇企业要继续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向特色优

势型转变，增长方式向集约内涵型和创新驱动型转变，发展模式向

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转变。

本报讯 记者徐胥近日从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上获悉：
2012 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迈上 10 亿千瓦台阶，预计达到 10.2 亿千瓦，
同比增长 4.3%。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预计达到 57％，同比提
高 2.2 个百分点。全国农机合作社数量超过 3.1 万个，同比增加 10%
以上。农机工业产值预计达到 3100亿元，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农机制
造大国。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到 2020年将耕种收机械化水平
提高到 70%，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此外，2012 年中央财政农机购
置补贴资金规模首次突破 200亿元，达到 215亿元。

点评：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农机制造大国,成绩固然不易，但也要

看到我国农机工业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很多农机产品质量不稳

定、可靠性不高等问题。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是农机工业发展面临的

严峻挑战。必须以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企业为抓手，加快完善以企业

为主体，产业需求为导向，生产制造、教学科研、推广使用等密切结合

的农机化科技创新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科技型企业

集团。

60 万亿元

乡镇企业平稳发展

60 万亿元

乡镇企业平稳发展

15 万亿元

农产品加工业高速增长
本报讯 记者杜芳近日从农业部乡镇企业局获悉：2012 年农产

品加工业继续高速增长，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总产
值达到 15 万亿元，增长 19%，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 1.9︰1，比上年提
高0.1个百分点。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在12个省区实施，实现
了奖补设施当年建设、当年使用、当年见效，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主
食加工业提升行动在4省区启动试点，现代主食消费理念和主食加工
业发展氛围正在形成。行业领军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 1253 家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农产品加工企业占比超过95%。

点评：农产品加工业一头连着农业和农民、一头连着工业和市民，

产业关联度高、行业覆盖面广、增值潜力大，是满足居民食物消费和安

全的重要保障。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引导农民按照市场和加工

的需求，组织生产和经营，推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

约化；要为农业注入科技、人才等要素，提升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要延

长农业产业链、就业链和效益链，促进产加销一体化经营。

10 亿千瓦

我国农机制造全球第一

10 亿千瓦

我国农机制造全球第一
（一）继续抓好农业生产，稳定发

展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加强以农

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发挥市场对农业

生产的带动作用。

（二）继续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

事业发展。

（三）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稳步推进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其他

各项改革。

（四）继续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

理。强化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强

化农村社会公共安全保障。

2013年——

农业农村工作重点

今后我国粮食增产将主要依

靠科技提高单产，要改善基本设施

条件，挖掘科技增产潜力，走内涵

式发展的道路。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建设

新一轮粮食增产主力军。着力完

善扶持政策，构建新一轮粮食增

长“助推器”。

2012 年，中国粮食

总 产 量 为 58957 万 吨 ，

比 2011 年增产 1836 万

吨 ，增 加 3.2%，实 现 连

续九年增产，为 CPI 保

持基本稳定打下坚实的

基础。

这 是 2012 年 10 月

13 日，收割机在黑龙江

省八五六农场的稻田里

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建

威摄

九连增

“民以食为天”。2012 年，在全球粮食因灾减产、国际农产品

市场大幅波动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我国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在高起点上再创佳绩。粮食生产实现

“九连增”，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等主要农产品全线飘红。农

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增幅连续 3 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新进展，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农业农村

的好形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稳”的基础、“进”的亮点。

2013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稳中求

进、扎实开局”，首先要稳住农业。要牢牢把握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的重大任务，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

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为核心目标，以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

新为动力，着力强化政策、科技、设施、装备、人才和体制支撑，惠

农强农富农政策力度不减弱，深化农村改革步伐不停滞，推动城

乡发展一体化步伐不减缓，继续巩固发展“三农”大好形势，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相信，新的一年农业农村形势会“好上加好”，亿万农民的

“致富梦”也渐行渐近。

本版编辑 李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