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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聚焦三农

这几天，媒体关于“一枚粮票”的报道触动了许多人

的记忆。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几乎所有涉及主

要农产品供应的粮、棉、油及其加工品，在市场上都要凭

票购买。在气势磅礴的改革潮中，“凭票时代”汇入了历

史的长河。

今天，面对着“三农”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再次发出了农村改革创新的号角，我国农业农

村发展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

回首农村改革发展，从 35 年前安徽小岗村“大包干”

开启大幕，到统筹城乡，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每一个历史时期和阶段都有鲜明的

主题和重点，但改革就是要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直接关系国计民生。这些

年，种地方式不断变化，依靠人力畜力打粮耕地的景象

正在远离视野；种地效益明显提高，良种良法不断出

现，农业走出了丰歉波动、此长彼消的周期。可以说，

这些年我国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战胜地震洪涝

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同市场风

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业提供了稳定的基础。2013

年，在农业基数不断增高的情况下，农业再次取得全面

丰收，主要农产品稳定发展，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

稳定。

农村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没有农村的

美丽富饶，就没有国家真正的繁荣昌盛。在农村，从道路

“村村通”、广电“村村通”、电网“村村通”等各种“一路通”

的形成，到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美丽乡村更多涌现。

农村活力不断焕发，从农产品加工到农家乐、观光园，休

闲农业方兴未艾。

农民富裕程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指标，没

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农民收入已连续

10 年较快增长，农民增收态势良好。2013 年，越来越多

的农民正成为拥有一技之长的“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挥的作用日益扩大，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以

及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探索，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

新的途径。

来之不易的“三农”好形势，表明中央政策激励和各

方共同努力的成效。然而，我国“三农”长期累积的发展

弱势和深层困难，使我们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三农”

总体上的落后局面。农业现代化的差距还很大，粮食供

求依然处于紧平衡状态，粗放式农业生产的格局还没有

彻底改变，种地效益总体偏低的问题依然影响着新型农

民的成长，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号还没有完美答案。

广大农村依然是全面小康、美丽中国建设的难点弱点，农

民收入偏低、消费偏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收入增长乏

力的难题还没有破解。

农村改革创新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坚定

的改革意识、改革理念和改革精神，而我们面对的许

多都是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改革走到了“深水区”。

这就需要我们把党中央的精神和要求理解透彻、贯彻

到位，因地制宜，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看准了的事

情 就 大 胆 去 干 ， 有 力 有 序 地 将 农 村 改 革 全 面 推 向

深入。

深化改革创新

让“三农”持续走强
瞿长福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以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努力
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
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
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

粮 食 安 全 是 永 恒 的 课

题，不能因追求数量而放松

质量，要守住耕地红线并逐

步提升耕地质量，统筹利用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以我
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对这一新论断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
会议指出，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
粮。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要让农民种
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

“粮食生产气可鼓不可泄，是必须始终
确保的首要任务。”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
示，要构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
要明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的政策，推动
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
书长程国强看来，所谓“立足国内、适度进
口”，重点要确保稻米、小麦等主粮主食供
应。同时，适度从国外进口大豆、植物油、
棉花等非主粮农产品，实施全球供应战
略。今后应建立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粮食
安全保障机制，全面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

未来粮食增产面临耕地、水资源要素
的制约将日益明显。据测算，城镇化率每
提高 1 个百分点，将占用耕地约 600 万亩。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今后继续扩大粮
食作物面积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农业
资源利用强度高、转化效率低日益凸显。
当前，农田灌溉用水缺口达到 300 多亿立
方米，当季化肥利用率仅为 33%。

韩长赋说，更加注重质量安全，实行产
量与质量并重，把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不因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持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更加
注重资源环境，坚持当年生产与长远发展
相结合，将农业可持续发展纳入重要日程，
守住耕地红线并逐步提升耕地质量，提高
资源利用率，实现农业永续发展。

坚持土地农民集体所有

土地制度改革，要放活

土地经营权，提高生产经营

效率，但不能把集体所有改

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

能把农民利益改没了

土地制度是农村最基本的制度，土地关
系是农村最基础的生产关系。会议提出，坚
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的“魂”。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
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35 年前的改革把农村土地所有权和
承包经营权相分离，如今又把承包经营权
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承包权、经营权并
行分置是一次重大创新。”中央政策研究

室农村局局长冯海发表示，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并行分置发展，有利于进一步
完善农村土地权能和权益关系，用活土地
经营权，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从而更好坚
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保障农户对土地
的承包权。

如何理解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韩
长赋表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小规模
承包经营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重
要基础和数量最多的主体，将与新型经营
主体长期并存。因此，务必重视对小规模
农户的扶持，推动有条件的发展成为家庭
农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个大事，无论
怎么改，都不能把集体所有改垮了，不能把
耕地改少了，不能把产量改降了，不能把农
民利益改没了。”

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农户承包耕地
面积为 13.1 亿亩，承包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3.14亿亩，占比 23.9%，其中流转入农户、合
作社和企业的面积分别占 61.8%、18.9%和
9.7%。专家表示，土地流转，要鼓励引导，
更要规范。流转的底线是，不得改变土地
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
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让农民成为体面职业

要 解 决 谁 来 种 地 的 问

题，就要富裕农民、提高农

民、扶持农民。新型农业经

营 主 体 加 上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将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理

想格局

会议提出，今后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

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
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
职业。

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我国农业从
业人员近三分之一年龄已超过 50 岁，其所
占比重平均每年上升 1.44 个百分点。当
前，农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女性化和低教
育水平化。同时，种地的吸引力在下降。
去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 7917 元的纯收入
中，来自种植业的比重仅占 26.6%。种地，
对于相当数量的农户而言，正由主业变为
兼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鸡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
院长朱信凯说，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
生产有奔头，就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提出
了新要求。根据入世承诺，我国“黄箱”支
持总量可达农业总产值的 8.5%，但目前实
际只有 1%。目前，我国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还存在不完善、不高效等问题。要稳妥推
进农业补贴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产品价
格形成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

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北方一年两
熟地区户均耕种 50亩至 60亩、南方一年一
熟地区户均耕种 100 亩至 120 亩，就有规
模效益。吉林省的相关调查显示，规模在
30 亩至 70 亩的玉米种植大户，净收益可超
过 2 万元，这与外出务工收入基本相当，农
户就会安心务农。

专家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上农
业社会化服务，将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理想
格局。依靠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
能弥补生产经营主体耕地规模的相对不
足，节本增效明显。目前，全国农业公益
性服务机构达到 15.2 万个，经营性服务组
织 超 过 100 万 个 ， 涵 盖 了 农 业 生 产 各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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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乔金亮

粮要安 地要稳 人要富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在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种田队伍在
更新换代，“种田人”开启“职业农民”升级
版：只会拉牛锄禾卖力气的乡村老农渐渐
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熟练操作收
割机的农机手、经营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土
地的种粮大户、合作社带头人甚至是从大
学走向田间的高级知识分子。

四川省都江堰市胥家镇金胜村的黄昌
学是一名有硕士学历的农民。2008 年他
从四川农业大学农业微生物专业毕业后回
到农村从事猕猴桃和食用菌等种植。

“很多同学不理解我的选择，在他们看
来，从事农业生产风险大、利润小；农村大
多地处偏僻，条件艰苦。但是我觉得农业
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农业的地位也会越
来越重要。”黄昌学说。

在胥家镇金胜村，几乎家家户户种猕
猴桃。一回到村里，黄昌学就琢磨要利用
好猕猴桃资源。他发现，在村民眼里没有
价值的猕猴桃枝是种植食用菌的好原料，
将其粉碎后，可以代替棉籽壳作为培养基，
大大节约成本。他种植食用菌每年能赚
10多万元，带动了一批农户种植食用菌。

专家表示，大学生到农村或农业企业

工作，并不是要他们用传统方式种地养
殖，而是要在现代农业的某个领域、某个
环节发挥专业优势，他们可以在高端农业
项目发挥专业特长，在规模化农业企业从
事技术工作，他们是改变农村种养模式和
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种田人”迎来了新面孔，老面貌也在
改变。传统的“种田人”逐步向着种粮大
户、合作社带头人等新型农民靠拢。

在山西省夏县胡张乡小李村，徐武学
从家里的 20 亩地种起，现在已经承包了
1000 多亩地，种植小麦和玉米。“我原来干
过运输企业，但是现在专门从事农业，随着
机械化的发展和土地流转，农业需要走向
规模化专业化种植，不是人人都能当好农
民了，农民逐渐成为一个职业了。”徐武
学说。

如今，有一大批像徐武学、黄昌学这样
的新型职业农民在农村成长，伴随着这支
队伍的壮大，现代农业所需要的技术、管
理、经营、市场等要素将会得到有效补充，
粮食生产将更加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
产量质量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体制机
制将越来越完善。

“种田人”走向职业化
本报记者 杜 芳

广西上思县思阳镇昌墩村，两名村民在搬运用“育秧

工厂”培育的无土水稻秧苗。 梁富盈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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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寒冷，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腰铺
镇姑塘村却是热闹非凡，一场有 20 多位
农民参加的草根“NBA”正鸣鼓开赛。传
球、带球、灌篮，场上的球员很快进入状
态，驰骋在球场，场外观众也跟着欢呼雀
跃或是叹气惋惜。篮球队队长陈德文告
诉记者，这个标准的塑胶灯光篮球场花费
80 多万元，费用来自村里的美好乡村建
设资金，村民们白天晚上都可以享受现代
化设施带来的欢快与愉悦。

这只是南谯区进行美好乡村建设、改
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美好
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拆旧房、建新居，而
是推动农民致富、拉动农村经济转型发
展、为农民营造幸福生活的一个路径。”南
谯区委书记杨德义说。南谯区委区政府
以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核
心，以村庄建设、环境整治和农田整理为
突破口，协调推进产业发展和社会管理，
围绕“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
文明和谐乡风美”的建设目标，努力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的农民美好家园。

50 多岁的优质水稻种植大户张付山
是个地道的老球迷，只要村里有篮球赛他

准来。“现在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了，有了大
农机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我们从繁重的农
业劳作中解放出来，钱挣得多了，还有更
多时间参加文体活动。没事时，我也跟年
轻人比划两下。”

美好乡村，还需产业转型升级作支
撑，让“留下来”的农民留得住。“村里流转
了 5000 亩地进行规模种植，发展高效现
代农业，目前已建成 2000 亩绿色粮油种
植基地、200 亩葡萄等富民产业。还规划
建设了 8000 平方米商业网点，有意者可
承包开饭店或是经营超市。”姑塘村党支
部书记陈明友说，许多村民已经不再外出
打工了，选择在家门口就业。

集体收入逐年递增，村里将这些收入
用之于民，更多地投入农村的教育、文化
等社会事业。“按照有场地设施、有组织活
动、有经费投入的要求，区里逐步完善了
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加强基层文化、体育
队伍建设，着力培养农村文化带头人，广
泛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
活动。”杨德义说，区里打造的“文化大舞
台”广场文化演出，至今已举办 100 多
场了。

业兴民富生活美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张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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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深

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全面分析了“三农”工作面临的

形势和任务，研究部署了农业农村改

革发展以及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

要政策。会议强调，农业还是“四化同

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

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

必须富。

大马力收割机在黑龙江垦区荣军农场收获红高粱。 陆艳红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