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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今年农业农村形势持续向
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三农”的
好形势也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提供了
有力支撑。

丰产：农业供给更足

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经济作物稳定发展，
种植业产品在量和质上都有提高。今年粮食实现季季
丰收，夏粮、早稻、秋粮产量分别比上年增加 39.1 亿
斤、15.7亿斤和 192亿斤。全年粮食产量达到 12038.7
亿斤，比上年增产 247.1 亿斤，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次连续 10 年增产。同时，预计全年油料将增产
2.2%，蔬菜生产基本实现均衡供应。

畜牧业生产企稳回升，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快推
进，肉、蛋、奶市场供应充足。一年来，我国畜牧
业接连遭遇生猪价格提前快速下跌、人感染 H7N9 流
感病例突袭家禽业、奶牛养殖效益低下导致散养户
退出等挑战。今年前 3 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 5803
万吨，同比增长 1.3%。同时，水产品产量稳定增
长 ， 全 国 水 产 品 总 产 量 3948.14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4.70%。随着散户加快退出，经营主体面对产业波动
更加理性，产业形态更加成熟，龙头企业与养殖场
户利益联结更加紧密。

农村二、三产业持续发展，农产品贸易继续增
长。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将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17 万亿元，利润超过 1.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和 16%。伴随农村二、三产业蓬勃发展，农业产
业化经营加快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向主产区和大城市
郊区集聚。10 个畜禽养殖大省肉类加工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占到全国总量的 80%，初步形成了一批加工产业
聚集区。

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快速发展，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预计超过 59%，同比提高 2 个百分点。农机装
备总量加快增加，农机装备结构持续优化，重点作物
和关键环节农机具使用率增长较快。今年，全国水稻
机械种植、收获水平预计分别超过 35%和 72%，同比
分别提高 4个百分点和 2个百分点。

增收：农民腰包更鼓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有望实现“十连快”。前 3 季
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 7627 元，实际增长 9.6%。
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势
头，增幅有望连续第四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家庭经营收入仍占“半壁江山”。今年，国家继
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年初及早预拨农业

“四补贴”资金，较大幅度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
购价，安排近 40 亿元资金支持小麦“一喷三防”防
灾增产关键技术的推广，有力调动了农民务农种粮
的积极性。农产品量增价稳促进了家庭经营收入的
增长。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最大动力来源。农民外出
就业数量持续增长，工资水平稳定提高，工资性收入对
增收贡献最大。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
力17392万人，同比增加525万人，增长3.1%；外出务
工劳动力月均收入2542元，同比增长13.0%。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表示，尽管近 4 年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收入差距仍处于历史高
位。今后，要充分挖掘农业增收潜力，着力扩大非农
就业增收空间，壮大县域经济，继续促进农民外出务
工经商，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努力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对集体资源
和经营性资产收益的分配权。

发展：农村生活更美

今年以来，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越来越
重视生产、生活、生态互动，亿万农民从农村改革发
展中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在浙江省桐庐县环溪村，人工湿地上长满了亲水
植物，生活污水池变成了一个个小花园。村民周忠平
告诉记者，这里过去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
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如今，广大农村的村容
村貌持续改善，曾经制约农村生活的基础设施短板正
加快补齐。

新农村不光要村庄环境美，还要让基本公共服务
惠及农村。自 2012年起，我国各级财政对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 200 元提高到 240 元，
农民能够做到“小病就近看、大病有保障”。中央财
政给年满 60 周岁的农村老人提供每月 55 元新农保基
础养老金。

农村改革扎实推进,新型经营主体迅速成长。全
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稳定，土地流转速度明显
加快，并呈现出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的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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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新农村生产、生活、
生态逐渐融合。目前全国农家乐已超过 150 万家，休
闲农业聚集村超过 9 万个。农家乐、民俗村等，带动
了农业产区变成田园景区。各地将美丽乡村建设与
农村环境能源升级结合起来，推动农村沼气建设，
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推进废弃物的资源化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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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 三 农 ” 形 势 持 续 向 好 。 宏 观

看，粮食继续丰收，农民继续增收，中央强农

惠农政策更加全面清晰；具体看，新型农民和

新型经营组织更多出现，外出务工人员的工作

环境和收入继续好转。

在盘点这些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三

农”仍是全社会薄弱环节、农业现代化仍是全

面现代化的“短腿”、农业基础仍不牢靠，还

需要全社会继续夯实“三农”基础，不断巩固

农业持续向好的形势。

粮食生产“十年丰”的佳绩，既表明我国

有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表明粮食生产的

压力仍然很大。从这些年的粮食生产来看，虽

然技术进步的贡献越来越大，但靠种植规模保

粮食产量的做法并没有彻底改变。同时，粮食

品种结构、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种植结构等也

不尽合理，稍有松懈，粮食生产就将面临严峻

考验。

在 新 的 一 年 ， 需 要 我 们 有 针 对 性 地 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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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实

处。按照这一战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粮，作

为 中 国 人 口 粮 的 小 麦 、 水 稻 必 须 绝 对 安 全 ，

必须坚持依靠国内。同时，在集中国内资源

保重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的作用，做到谷物基本自给，总体上保持

较高的粮食自给率。

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

技进步。这些年，我国粮食单产水平、农业机

械化水平等逐年提升，但农业科技进步率，尤

其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与农业现代化的要

求还相差很远。在种养环节，漫灌、重施肥药

等粗放式生产普遍存在；在收获加工环节，浪

费、污染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这就需要在更

高层面上调整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推动农业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过，农民收入总体上仍然

很低，统计口径上的农民收入是以人均纯收入

来计算，如果换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拿

掉“人均”，农民收入会更低。这就需要脚踏

实地加快扶贫开发，推进农村改革。同时，通

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现代农业，

推进新农村建设。

长 期 存 在 的 城 乡 二 元 结 构 导 致 “ 三 农 ”

积弱现象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三农”依

然面临许多问题和难题。解决这些问题和难

题，需要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现实，积极稳妥

地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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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冬闲时节，我挨家挨户上门送上2014
年的田租，兑现土地流转合同的承诺。

我所在的阙家小组有400多人，大多外出打
工，在家的不到100人，村民大多不愿意守着几亩
田过日子，都愿意把土地流转出去。从2009年起，
我开始慢慢从村民手中将田地承租过来，到今年，
我承包的土地达到了700多亩，成了周边都知道的
种粮大户。

这些年，国家惠农政策力度挺大，我种田
的规模上去了，效益也跟着上去了。今年，除
去田租和一切开支，我每亩水田就能纯赚 200
多块呢。

现在种田比原来省力多了，我的700多亩农
田今年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操作。说实话，要不是
有了机械化的保障，我也不敢承包这么多田地。

今年，我承租了700亩水田，原本打算大干
一场的，但遇到了历史罕见的持续高温干旱天
气，我种植的中、晚稻产量受到不小的影响。虽
然遭受了罕见的旱灾，但我在播种质量、配方施
肥、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提前做足了文章，靠着精
细化管理，今年我的700亩水田实现了6万多元
的纯收入。

这些年，中央和省里对农业的扶持政策一年
比一年好，我种粮的信心也一年比一年足。我的
愿望很简单，多种田，多打粮，让家里的日子过
得一年比一年好。

（本报记者 杜 芳整理）

政策越来越实在

口述者：阙金里

江西省新建县

西山镇群力村乌山

阙家小组种粮大户

亿万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扶贫开发：从“输血”到“造血”
本报记者 黄俊毅

2013 年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深入推进、改革创新
之年。政府部门扶贫攻坚力度显著加大，从重视程度
到资金投入再到扶贫方式，亮点颇多。

按照国家扶贫开发工作总体部署，中央各有关部
门普遍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工作指导和资金、政策、
项目支持。片区联系机制已成为中央统筹的一个重要
手段。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落实减免片区地方投资优
惠政策，将片区规划项目纳入相关专项规划，加快重
大项目前期审批工作。财政部启动综合扶贫改革试
点，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即将投入运行。教育部启
动教育扶贫工程，颁布 《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面
向片区重点高校招生计划由 1万名增至 3万名。

今 年 ， 中 央 财 政 专 项 扶 贫 资 金 投 入 增 长 了
18.7%，省级增长了 24%，青海、河南、福建、湖
南、新疆等省 （区） 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预计今
年东部援助西部省份财政资金可达到 11.28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2.47 亿元，增长 28.3%。北京、上海、浙
江等省 （市） 建立了 8%的年递增机制。15 个省份开
展了省内区域结对帮扶。

片区扶贫攻坚方面，各省份编制完成了本地片区
实施规划。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北、海南、云南、
广东、西藏等省 （区） 对省内重点扶持区域出台支持政
策。广西、云南、贵州召开3省 （区） 政府领导联席会
议，河南、湖北、湖南3省政协建立联系制度。

今年新的定点扶贫结对第一次实现了对全国 592

个重点县定点帮扶的全覆盖。比如，中石化新增帮
扶甘肃省东乡县，半年来投入帮扶资金 2000 多万
元。国家烟草局创新帮扶形式，除定点扶贫湖北两
县外，还以产业扶贫为主要内容，与贵州全省开展
了结对帮扶。

今年国务院扶贫办与全国工商联召开联席会议，
共同印发了 《关于共同推动民营企业参与新一轮农村
扶贫开发的意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片区扶贫攻坚。
甘肃省政府与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等 5 个国家行业协会
分别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各专业分会与贫困
县开展结对帮扶。山西省启动实施了百企千村产业扶
贫开发工程。

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投入继续大幅增加，达到
394 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 12 亿元，合计
406 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扶贫资金使用机制改
革开始启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评扎实开展。

《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 稳步实施，在
1.1 万个贫困村和 120 个贫困乡镇启动实施规划。《易
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 顺利实施，搬迁生存条
件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 57.3 万人。省级产业扶贫规
划编制工作基本完成，“燕山—太行山阜平试点”、“积
石山羊产业扶贫试点”等全面启动。

一年来，重点扶贫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有
望继续超过全国农民人均增长水平，农村扶贫对象将
继续减少。

今年，重点扶贫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有望继续超过全国农

民人均增长水平

12 月 23 日，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向阳村村民在自

家门前喂鸡。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