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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十二五’”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 10 月 10 日
在京举行，本报记者采访了报告人、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吃”是人们离不开的话

题，请您谈一谈“十二五”以来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

等总体情况。

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于一个 13亿多人口的大
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十二
五”以来，我们始终把千方百计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农产品供给水平
显著提升。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连续登上两个千
亿斤新台阶。2011 年以来粮食总产连续跨越 11000 亿
斤和 12000 亿斤两个关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
的。2014年达到 12142亿斤，今年预计超过 12000亿斤，
将连续 5 年超过 11000 亿斤，连续 3 年超过 12000 亿斤，
表明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由“十一五”期间的 10000
亿斤跨上并站稳 11000 亿斤的新台阶。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自 2004 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已连续十一年增产，既
增强了我们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信心，也彰显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目前，我国水稻、小
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 98%以上，粮食人均占有
量达到 450 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用不到世界
9%的耕地产出世界 25%的粮食，养活世界近 20%的人
口，并且实现由粮食援助接受国向粮食援助捐赠国的转
变，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让世人称叹的重大贡献。在粮
食连年增产的基础上，“菜篮子”产品也丰产丰收、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2014 年，我国产出 616 万吨棉花、3517 万
吨油料、1332万吨食糖、7.6亿吨蔬菜、1.5亿吨水果、8707
万吨肉类、2894 万吨禽蛋、3725 万吨牛奶和 6450 万吨水
产品，肉类、禽蛋、蔬菜和水产品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
人均占有肉类 130 斤、蔬菜 1100 斤、禽蛋 40 斤、水产品
94 斤，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农产品的快速发展，丰
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果盘子”，成就了“舌尖上的
中国”。

问：“十二五”以来，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消

费水平也高了，请您介绍一下农民收入和消费变化情况？

答：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城乡居民收入要比
2010 年翻一番。习近平总书记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
老乡”。老乡要小康，关键看“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十二
五”期间，我们始终把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农
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推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2014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9892 元，比 2010 年增
加近 4000 元。“十二五”以来年均增长 10.1%，目前增幅
已连续 5 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高于 GDP 增速，连续
十一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连续五年缩
小，由 2009 年的 3.33∶1 下降到 2014 年的 2.92∶1。今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望突破万元大关，增速将继续保持两
个高于的态势。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2014 年，我国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近 7000 元，比 2010 年增长近
3000 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 2010 年的 41.1%
下降到 2013 年的 37.7%，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明显降低，文
教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不断增长。农民
住房、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消费层次明显升级，亿万农民
更多同步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农村扶贫事业加快
发展。全国贫困人口由 2011 年的 1.22 亿人减少到 2014
年的 7000 多万人，5000 多万人摘掉了“穷帽子”，实现了

“两不愁、三保障”，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和住房有保障，中国反贫困成就已成为世界的典范。

问：大家都知道，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您谈

一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情况怎么样，“十二五”期间有

哪些主要成就？

答：“十二五”以来，我们按照“四化同步”的战略部
署，以农业现代化为主攻方向，把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条件
和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作为着力点，综合施策、持续发力，
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现代化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五个数字。一是农田有效灌溉
面积占比超过 52%，这表明全国一半以上的农田可以实
现旱涝保收，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建成
了一大批重大水利骨干工程和现代种养基地，改善了农
业生产条件。其中，集中力量建设 4亿亩以上旱涝保收高
产稳产农田，基本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田成方、路成
行、渠相连、路相通。到 2014 年底，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 9.86 亿亩。二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 56%，这
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已从过去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要素投
入进入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新时期。一大批高产高效示
范区的创建，促进了农机农艺结合、良种良法配套，实现
了由单一技术突破向多技术、多因素集成创新推广的转
变。电子商务蓬勃发展。2014年涉农电商企业已经达到
3.1 万家，在线销售额突破 1000 亿元。三是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已稳定在 96%以上，这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用种
已全部实现了更新换代。超级稻、大恒肉鸡、中国对虾

“黄海系列”等一批优质农作物和畜禽水产新品种加快转
化运用。四是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
61%，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已由千百年来以人畜力

为主转入到以机械作业为主的新阶段，农民“面朝黄土背
朝天、插秧割麦腰累弯”正在成为历史。2014 年，全国农
机总动力达到 10.8 亿千瓦，小麦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玉
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超过 75%。五是主要农
产品加工转化率超过 60%，我国已经从卖原字号农产品
进入到了卖制成品的新阶段。2014 年，我国农产品加工
业总产值超过 23万亿元，与农业总产值比值达到 2.2∶1。

问：“十二五”期间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哪些重大

进展？

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
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十二五”以来，各地各部门按照“生
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
体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容村貌发生了可喜
的变化。农村环境越来越整洁，以垃圾、污水治理为重
点，清理了乱堆乱放，配上了垃圾桶，修建了排水沟，疏浚
了坑塘河道，基本实现了垃圾统一收集、污水有序排放。
农村饮水更安全了，用电更方便了，道路更畅通了，房子
更整齐了，解决了 2.98 亿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累计改
造农村危房近 1300 万户，并同步改善了供热、排水、排
污、小区道路等配套设施，全国出现了一批路畅灯明、水
清塘净、村容整洁的新农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蓬勃
发展，2014 年全国休闲农业营业收入比 2010 年增长近
1.5 倍，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超过 180 万家，年接待人
数达 10 亿人次，带动 3000 万农民就业增收，成为了农民
增收致富的新亮点、城市居民旅游度假的新去处、传承农
耕文明的新载体。农村社会管理扎实推进，农村文明向
上的社会氛围正在加快形成。

问：“十二五”期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深化

农村改革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效？

答：“十二五”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们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按照现代农业发展要求，
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以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推动农村
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农村土地产权关系进一步明
晰。为了把“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
地经营权”的要求落到实处，我们开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试点，目前已有 12个省开展整省推进试点，
有 2160 个县开展了整县推进试点。截至今年 6 月底，全
国已完成实测承包地面积 3.5 亿亩，确权面积 2.6 亿亩。
积极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农
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承包
地，让承包地经营权真正活起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
模经营。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
面积超过 4亿亩，比 2010年增加了 2亿多亩。

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构建。着力培育种养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推
进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集体经营共同发展。
截至今年 6 月，全国家庭农场超过 87 万家，农民合作社达
到 140 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 12 万家，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已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生力军。病虫害统
防统治、土地托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快速发展，既解决了
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又以服务的规模化带动
经营规模化，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经营收益。

三是新型职业农民不断涌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
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和退伍军人开始返乡从事农业创
业。这些新农民带来了互联网思维，利用微信、微博等社
交媒体和淘宝等电商平台，创新性地销售各类特色农产
品，并将各种文化创意引入到农业生产中，正在给古老的
农业产业注入崭新的生机和活力。

问：“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辉煌成

就，主要得益于哪些经验措施？

答：回顾“十二五”以来的发展历程，“三农”事业之所
以取得辉煌成就，最根本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持之以恒强化农业、建设农
村、富裕农民。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这些经
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把“三
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新世纪以来连续
出台了 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
列新理念、新论断、新举措，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

“三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丰富和发展
了党的“三农”政策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三农”工作在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定位，为推动农业农村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重要指引。“十二五”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坚持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农业，持续增加“三农”
投入，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为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农村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
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我国正处在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更应加大支持保护力度，决
不能形势好了改政策、粮食多了减投入。

二是始终注重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长期以
来，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

本利益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二
五”期间，坚持实行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
和完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启动实施新疆棉花、东北四
省区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适时调整油菜籽临时收储
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在合理水平。继续实施粮油
和生猪大县奖励补贴、农业防灾减灾生产补助、退耕还
林还草等一系列补贴补助政策，使重农抓粮、务农产粮
和保护资源生态不吃亏、有动力、可持续。目前，农业
形势好，农民日子好，最根本的是党的“三农”政策
好，保护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是新时期做好
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遵循。

三是始终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十二五”
以来，针对农业农村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更
加注重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向改革要红利，向创新
要动力。中央先后出台了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民股份合作和农村集体资产
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建设用
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等
文件，国务院印发了金融服务“三农”发展、开展农村承包
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等文件，
正在研究制定农垦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意见，
这一系列文件都是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作出的顶层设计
和战略部署。按照中央要求，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
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等方面改革扎实有效推进，
有效激发了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实践证明，改革创新始
终是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利器和制胜法宝。

问：对于“十三五”农业农村发展，有哪些主要考虑？

答：在“十一五”“十二五”农业生产连续丰收、农
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高起点上，“十三五”农业农村
发展有了很好的基础，但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更
加严峻的挑战，任务也更加艰巨。农业农村发展有了很
好的基础，今年，我国农业有望再获丰收，农民收入将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可以为“十二五”画上一个圆满的
句号，也为“十三五”农业农村加快发展奠定更加坚实
的基础。同时，国家财力物力充裕、全面深化改革深入
推进、中国制造 2025 和“互联网+”战略的实施等，将
引领农业农村持续发展。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很大的挑
战，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加深，农业发展保安全、保生
态、保收入的压力越来越重。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短腿在
农业，短板在农村，难点在农民，特别是还没有脱贫的农
民，农业农村发展任务仍很艰巨。“十三五”期间总的考虑
是，紧紧围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总目标，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加快推进农
业现代化为主攻方向，以保供给、保收入、保生态为主要
任务，继续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完善政策，进一步巩固农
业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农村稳定发展好势头，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和保障。具体而言，要着力在
六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稳定和提升粮食产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
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大规模开展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建设，提升耕地质量，重点保护和提高粮食主产区和粮食
生产功能区产能；大力发展现代种业，推进农业机械化和
农业信息化，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二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
长。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推广节本增效技术，鼓励
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扶持农民就近就地创业就业，完
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探索建立农民收入补贴制度等。
要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三是坚持产出来和管出来两手抓，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一手抓农业标准化生产，健全标准体系，实现生
产源头可控制；一手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从田
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体系，开展全过程监管。

四是加强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大力发展节水农
业，开展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

五是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加快农业现代化步
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农
产品加工流通，积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粮经饲统
筹、种养加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
规模经营，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
革，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
平，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六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继续
完善城乡统筹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工资、社
保、居住、子女上学等现实问题；推进城乡联动改革，畅
通农民工成长、上升通道，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
地逐步安家落户、实现市民化。

文/本报记者 乔金亮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 近日，位于“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区的河北省

南皮县 40 万亩玉米等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当地农民利用晴

好天气加紧收割，确保颗粒归仓，高质量完成秋收生产。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 金秋十月，全国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季节。图为

甘肃张掖高台县合黎乡八坝村村民在翻晒辣椒。

陈 礼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