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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国家之重，社稷之重，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
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打开共
和国“三农”画卷，田野上稻谷飘香，农民
口袋丰盈充实，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山水田林路，农林牧副渔”。农民
收入不断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

政策引领农民增收

走进山东省博兴县湾头村，手机
WiFi 列表就跳出一串信号名称，让人颇
感新鲜。无线网络一搜“一大把”的背后
是该村几乎每家都上网卖草柳编工艺
品。从原来的出口加工基地，到现在的

“淘宝村”，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湾
头村的淘宝网店有 500 多家，年销售额
在100万元以上的有30多家。

对不断富裕起来的亿万农民而言，
中央一号文件是一份亲切的文件。1982
年，党中央发出了第一个关注“三农”的
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调动了农
民的积极性，农民收入进入高速增长
期。然而新世纪初，农民收入一度出现
徘徊不前的状况。2004 年，党中央发布
新世纪的第一个关注“三农”的一号文

件，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上年的2622元
增加到2936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税占国家财政
收入曾达 39%左右。到 2004 年这一比例
虽仅为 0.92%，但农业税总额仍达上千亿
元。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亿万农民从
此告别“皇粮国税”，年均减负 1335 亿元。
中央还加大了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农民享
受到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
贴、农资综合直补。按此测算，平均每生产
1斤粮食，国家补贴0.14元。

从2004年至今，中央连续出台了11个
“一号文件”，分别就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等做
出部署。在此基础上，农民收入持续快速
增长，2013 年达到 8896 元，实现了历史上
首次“十连快”。2010 年以后，主要农产品
产量增、价格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工
资涨，推动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超过城镇
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科技助力农业增产

1949年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不到 420
斤原粮。如今，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890
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依靠自己
的力量解决了 13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创造
了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养活了占

世界 20%的人口的奇迹，把饭碗牢牢地端
在自己手中。

从 2004 年，我国粮食实现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首次连续 10 年增产。在耕地与
水资源约束“双紧”、气象与生物“双灾”、
物化与人工成本“双涨”等考验下，这不仅
打破了“两丰一歉”的传统周期波动，还为
国际粮食市场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农产品也极大丰富。如今，从超
市到集市，粗粮细粮一应俱全、蔬菜鱼肉
水灵新鲜、副食零食目不暇接，“菜篮子”
更充实，“果盘子”更丰富。主要农产品实
现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
史性跨越。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
和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棉
花、糖料等稳定发展，市场供应充足。

增产的背后是科技的发展。65年来，
一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成为推
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钥匙”：杂交水稻
育种世界领先，新型抗虫棉、双低油菜成
功研发，瘦肉型猪杂交组合、中国黑白花
奶牛等优良种畜品种问世⋯⋯以人力畜
力为主的传统农业正在加速向规模化、标
准化的现代农业转型。

改革勾勒美好乡村

“春赏花，秋采果。旅游业，办得火。”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按照“一
街一品”在道旁栽种了石榴树、柿子树
等。随着乡村旅游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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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农村不光要环境美，还要让村民享
受到基本公共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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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
做到“小病就近看、大病有保障”。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成
功推进。从 2009年以来实施的新农保得
到农民的欢迎，参保积极性空前提高。新
农保着力解决农民“老有所养”问题，实行
个人账户与基础养老金相结合的制度模
式，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支付。

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中等职
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
业学生免费教育开始实施。国家将农村
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
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在党的农村政策沐浴下，农村面貌加
快改善，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围绕着“生
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建设目标，广袤乡村正发生
着世人瞩目的巨变。

刘树海是山东省高青县蓑衣樊村党刘树海是山东省高青县蓑衣樊村党
支部书记支部书记，，也是山东硕果水稻合作社理也是山东硕果水稻合作社理
事长事长。。合作社至今已累计实现村民劳务合作社至今已累计实现村民劳务
收入收入600600多万元多万元,,蓑衣樊村也被农业部命蓑衣樊村也被农业部命
名为全国名为全国““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创建试点村创建试点村。“。“小小
康不小康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老乡”，”，如同全国数万如同全国数万
个农村一样个农村一样，，蓑衣樊村的发展见证了我蓑衣樊村的发展见证了我
国乡村的巨变国乡村的巨变。。

蓑衣樊村三面环水蓑衣樊村三面环水，，坐拥自然湿地坐拥自然湿地
上万亩上万亩，，生态环境优势突出生态环境优势突出，，但土地长但土地长
期受黄河水侵蚀期受黄河水侵蚀，，属于典型的盐碱涝洼属于典型的盐碱涝洼
地地，，投入不少投入不少，，收益不多收益不多，，不少青壮年不少青壮年
劳力干脆弃种地外出务工劳力干脆弃种地外出务工。。在国家政策在国家政策

的扶持下的扶持下，，村里从平整土地村里从平整土地、、配套沟渠配套沟渠
桥涵入手桥涵入手，，调整种养业结构调整种养业结构，，创建绿色创建绿色
农产品基地农产品基地，，发展水稻种植发展水稻种植。。

蓑衣樊村积极实施土地流转蓑衣樊村积极实施土地流转，，鼓励鼓励
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以每亩每年以每亩每年10001000
元的价格与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元的价格与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每每
年初给予支付年初给予支付。。如今如今，，弃地农民返乡的弃地农民返乡的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被聘为基地农业工人他们被聘为基地农业工人，，
在基地进行日常管理在基地进行日常管理。。除流转收入外除流转收入外，，
他们还在自己的地里赚取劳务费他们还在自己的地里赚取劳务费，，实现实现
双重收入双重收入。。

抱团才有更大发展抱团才有更大发展。。刘树海说刘树海说，，蓑蓑
衣樊村通过衣樊村通过““公司公司++合作社合作社++农户农户””的经的经

营模式营模式，，引导种植农户与龙头企业结成引导种植农户与龙头企业结成
紧密型生产经营关系紧密型生产经营关系。。对农户达标产品对农户达标产品
以保护价进行收购以保护价进行收购，，全程参与基地的建全程参与基地的建
设管理设管理，，合作社引领农户抱团闯市场合作社引领农户抱团闯市场。。
传统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合作社社员传统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合作社社员，，干干
劲更大劲更大、、信心更足了信心更足了。。

尝到了甜头的农户不断拓宽新的农尝到了甜头的农户不断拓宽新的农
业组织经营方式业组织经营方式，，通过通过““农商对接农商对接”、”、

““农协互助农协互助””等形式等形式，，发展生态种植并辐发展生态种植并辐
射周边村庄射周边村庄。。今年今年，，蓑衣樊村联合周边蓑衣樊村联合周边
55个村的农民个村的农民，，扩大土地流转面积扩大土地流转面积60006000
余亩余亩，，解决周边村庄解决周边村庄 300300 多人的就业多人的就业。。
刘树海说刘树海说，“，“我们新流转的土地用来发展我们新流转的土地用来发展

生态高效农业生态高效农业。。目前已新栽植核桃目前已新栽植核桃、、樱樱
桃桃、、葡萄等特色林果葡萄等特色林果200200亩亩，，种浅水藕种浅水藕
150150亩亩，，建高档蔬菜棚建高档蔬菜棚1717个个、、绿化苗木绿化苗木
基地基地300300亩亩。”。”

只有物质富裕不算新农村只有物质富裕不算新农村，，社会事社会事
业也要发展起来业也要发展起来。。蓑衣樊村每年组织全蓑衣樊村每年组织全
村村7070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查体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查体，，为全村为全村
6060岁以上老人免费入意外伤害险岁以上老人免费入意外伤害险。。建立建立
文化活动室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农家书屋、、农民画室⋯⋯农民画室⋯⋯
让村民的文化生活得以改善让村民的文化生活得以改善。。

过上富裕的生活过上富裕的生活，，把乡村建设成幸把乡村建设成幸
福家园福家园，，这是刘树海和众多蓑衣樊村村这是刘树海和众多蓑衣樊村村
民的期盼民的期盼。。

美 丽 乡 村 日 日 新美 丽 乡 村 日 日 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俊毅黄俊毅

培育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
李 亮

培育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
李 亮

今年上半年，农民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

现金收入同比实际增长 9.8%，继续快于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截至去年,我国农

民收入已连续 10年快速增长。

农民收入连年增长令人欣喜。但要清醒看

到，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仍处在低水平、低基数之

上。尽管农民收入增速持续超过城镇居民，城乡

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

尽管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所表现出来的都是

数字，但是农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实质和内涵有

根本不同；尽管农民增收的大环境逐渐变好，但在

发展过程中仍有不少新问题值得关注。

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要确保农民收

入持续增收，就要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培育农民增

收的持久动力，努力形成农民增收的内生机制和

长效机制。

粮食连年增产，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夯实了农

民生产性收入的基础。未来，我们要力争在突破

不利于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

进展，在理顺调适农业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上下

大力气，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农业

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提高

农民在产业链上的增收分量。

伴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工资性收入已成为

农民增收的最大动力来源。今后要保持农民收入

继续增长，就要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

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

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

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过去 10 多年，农民增收支持政策不断强化，

“三农”投入稳步增加。今后要继续完善和强化对

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强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

支持保护体系，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不断提高

农民的生活水平。

近些年，农村改革全面推进，改革红利持续释

放，促进农民增收效应明显。要持续增加农民收

入，就要向改革要红利，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

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要探索改革农

村产权制度，切实保障、落实并扩大农民的土地财

产权利；要落实好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和集体

资产的各项权利，妥善解决集体所有的权利主体

虚置问题。

今年我国夏粮总产量再次创

出历史新高。

夏粮十一连丰背后是一系列

给力的支农政策。从 2004 年至

今，中央连续出台了 11 个“一号文

件”，就“三农”问题做出重大部

署。稳步增产也体现了科技创新

的力量——一项项重大农业科技

成果加速了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的转型。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有

了新风貌，农民也享受到更多的基

本公共服务。

①收割机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收

割。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②7 月 3 日，广东省徐闻县农民喜

获丰收。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③9 月 25 日，吉林省延吉市延边

国贸农业科技园工作人员与丰收

的粮食合影。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④用户选购中国一拖集团有限

公司生产的“东方红”牌拖拉机。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③③

④④

②②

农 丰 天 下 安农 丰 天 下 安
——在辽阔田野上绘就丰收画卷在辽阔田野上绘就丰收画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乔金亮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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