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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刚过，河南滑县的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满眼新绿，小麦嫩芽一望无际，坦荡
如砥。今年，这个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县再
次迎来粮食大丰收，希望的田野又孕育着
来年的收成。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我国粮食
总产量 13277 亿斤，比去年增加 119 亿
斤，比历史最高的 2017 年增加 45 亿斤，
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重农强农号角嘹亮，乡村振兴正当
其时。”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
长赋说，要着力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
稳定增收，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坚决守住

“三农”战略后院。

农业供给提质增效

农业工作的核心是保供给，端牢中国
人的饭碗。从供给数量看，今年我国粮食
产量再创新高，棉油糖生产稳定，果菜茶
供应充足。从供给质量看，各地以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稳定优化粮食生
产，持续推进结构调整，大力推动绿色发
展，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抗灾夺丰收，粮食生产取得成绩来
之不易。”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
潘文博深有感触地说。今年我国先后战
胜了东北局地内涝、华北黄淮夏旱、长江
中下游局地夏秋连旱、超强台风“利奇马”
等重大灾害，有效减轻了灾害损失。今年
草地贪夜蛾首次入侵我国，一度危害粮食
安全。各地植保部门迅速行动，有力有效
防控草地贪夜蛾危害，为夺取全年粮食丰
收赢得了主动权。

牵动人心的还有生猪供给。受非洲
猪瘟和猪周期等因素影响，今年生猪产能
下降较多。一场生猪稳产保供行动在全
国各地展开，各部门从财政支持、用地保
障、金融保险等方面持续发力。当下生猪
生产已出现回暖，全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
猪存栏双双止降回升。农业农村部畜牧
兽医局二级巡视员王俊勋说，猪肉供应将
有所增加。同时，禽肉生产增加较多，牛
羊肉生产形势好，肉类供应有保障。

不仅供给数量有保障，质量和效益也
日益提高。一是品种结构调优。大豆振
兴开局良好，面积增加 1380 多万亩。各
地积极发展优质稻谷、强筋弱筋小麦、优
质食用大豆、双低油菜、高产高糖甘蔗等，
因地制宜发展青贮玉米等优质饲草，促进

农牧结合，构建起粮经饲三元结构。二是
区域结构调优。不少地方推进适应性种
植，适当调减非适宜区种植，东北寒地井
灌区和南方重金属污染区水稻调减 400
万亩左右，地下水超采区和赤霉病多发区
小麦调减300万亩左右。

把不合理的投入品减下来。中国农
业大学资环学院教授张卫峰长期关注农
业绿色发展，对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进行了
跟踪调研。他介绍，今年国家在175个县
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在600
个县开展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示范，
在 150 个县开展果菜茶全程绿色防控试
点。目前，病虫绿色防控面积超过 8 亿
亩，化肥用量连续3年实现负增长。2019
年化肥利用率达到 39.2%,比 2017 年提
高 1.4 个百分点；农药利用率 39.8%,比
2017年提高1个百分点。

让累了的耕地喘口气。经过多年的
探索实践，耕地轮作休耕试点省份已由9
个增加到 17 个，试点面积由 616 万亩扩
大到 3000 万亩。农业农村部土壤监测
点数据显示，试点区域耕地质量稳步向
好，耕地等级稳中有升，生态环境得到改
善，提升了稻米、小麦等的竞争力。黑龙
江试点区域主打绿色牌，做大做强特色稻
米品牌，提升了品牌效益。内蒙古阿荣旗
将贫困户的耕地纳入轮作试点，由扶贫农
场统一经营，实现人均增收 1000 多元。
江苏省将轮作休耕与有机农业结合，带动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农村改革蹄疾步稳

11 月份的一个夜晚，50 岁的种粮大
户李金明看到关于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
变的新闻后，这位扎根江西省赣州市定南
县种了半辈子地的农民彻底“把心放肚子
里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出台，
给亿万农民吃下了“定心丸”，不仅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也为深化农村
改革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承包权要稳定，经营权要放活。土地
经营权入股是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也
是国务院确定的农村改革重要任务之
一。今年全国土地经营权入股试点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由2015年的7省7县扩大
到14省100多个县。中国社科院农村所

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说，这让企业获得
了长期稳定的生产经营要素，让农民分享
到了更多的产业链增值收益，有效地促进
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宅基地是农民的另一项重要土地权
益。再过些天，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就要
正式施行了。新的土地管理法允许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改变了过去农
村土地必须征为国有才能进入市场的做
法，能够为农民直接增加财产性收入。法
律还下放了宅基地审批权，鼓励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
和闲置住宅。

“有恒产者有恒心”。今年以来，中央
农办、农业农村部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
进展。清产核资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第
一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60.2 万个村、
238万个组完成清产核资，中央确定的今
年底完成清产核资的硬任务顺利完成。
整体来看，目前全国已有超过26万个村、
18万个村民小组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确认集体成员5亿多人。

眼下，距中央要求的 2021 年基本完
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时间已过半，许多完
成改革的地方正致力于运用改革成果盘
活农村集体资产，涌现出诸如资源开发、
物业租赁、产业带动等多种模式，新时期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正在开创，农
民在改革中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让农民幸福感落地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打好脱贫
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
务。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交通
扶贫……每个贫困户脱贫背后，都是一个
系统工程和一场硬仗。国务院扶贫办主
任刘永富日前透露，预计今年我国减贫人
口将超 1000 万，95%以上贫困人口可以
脱贫，90%以上贫困县可以摘帽。

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
长。截至今年 10 月底，全国注册登记的
农民合作社达220.3万家，家庭农场有60
万家，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8.7 万家，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
1.27亿农户。据统计，全国67%的脱贫人
口主要通过产业带动实现脱贫。在产业
扶贫有力推动下，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达到

8163 元，同比增长 10.8%，实际增速比全
国农村快1.6个百分点。

要富裕农民就要激励农民。乡村教
育快速发展，农民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医
疗服务不断完善，农民健康水平大幅提
高。当前，农民自身发生了巨大变化，贫
困 群 众 开 启 了 新 生 活 ：看 病 不 再 难 ，
93.2%的自然村有了卫生站；上学不犯
愁，89.8%的农户家门口有了小学；发展
有能力，92%的贫困户参与到特色扶贫产
业中。从“熬日子”到“奔日子”，贫困群众
的内生动力被激发出来。

要富裕农民就要提升农民。截至目
前，农村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
超过850万，“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
等本乡创新创业人员达 3100 多万。目
前，农村创新创业人员平均年龄 45 岁左
右，高中和大中专以上学历的占到 40%，
创办的实体87%在乡镇以下，成为乡村产
业发展的源头活水。

以科技驱动农业，以新农民振兴乡
村，中国农业农村正从靠天吃饭的经验模
式进入知天而作的数字时代。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9%，小麦基本实现全
程机械化，玉米、水稻机械化水平超过
80%，新型职业农民超过 1500 万人。不
仅如此，集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物联
网等技术于一体的天空地一体化农情信
息获取方式以及人工智能、5G 等技术应
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手机成为农
民的新农具，引领乡村转型升级。

八百里巢湖，烟波浩渺，水鸟翔集。
今年1月份，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推进现场会在安徽省巢湖市召开。在巢
湖市汪桥集村，清净的溪水穿村而过。明
渠将雨水导入池塘，污水则走地下管道，
经过处理池后，进入污水主管网，再汇入
污水处理站集中净化，水质达标后用于灌
溉。自巢湖市获评全国农村污水治理示
范县（市）以来，村里的微动力污水处理站
不时迎来参观学习的人们。

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要求，到 2020 年，我国要实现村庄环
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针对农村环境“脏
乱差”等突出问题，各地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截至目前，全国
90%以上村庄开展清洁行动，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覆盖 84%以上的行政村，近
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处理。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让农民的幸福感落地。

田野生金 乡村追梦——

“ 三 农 ”工 作 这 一 年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山东滨州市沾化区种粮大户张汝和：

一人富不是富 一起富才是富

我是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李

家村种粮农户张汝和，今年53岁。随着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实行农村

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

置”，从 2010 年开始，我通过流转土地

搞大规模种植，从开始几百亩到现在

2600多亩，每年的收益越来越多，今年

纯收入突破 200 万元。当农民能赚这么

多，以前做梦也想不到。

今年感触最深的就是国家对新型职

业农民的扶持和培育。今年以来，我先

后参加了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新型

职业农民和农业经理人两次培训，更加

深刻认识到发展科学化、规模化、数字

化现代农业的重要性。现在一亩小麦补

贴 125 元，我这 2600 多亩一年光补贴就

32 万元。有了“定心丸”，我可以给农

田买保险，学习先进管理经验，聘请农

机专家上门指导，等于给发展现代农业

上了多重“保险”。

科学种田必须农时、农艺、农机融

合，才能实现高效率。我们村土地盐碱化

严重，在区镇农技专家指导下，我通过秸

秆还田技术和使用生物菌肥开展土壤改

良，并种植耐盐碱玉米、小麦新品种，把

盐碱地变成了“吨粮田”，每亩地每年能

收1000斤小麦、1000斤玉米。今年丰产

丰收，仅种粮收入就达100万元。

今年，山东全省上下大力推行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鼓励流转土地发展

规模农业，我又流转了 600 多亩土地，

如今在冯家镇南赵村实现2600多亩土地

成方连片，加速了农业产业化步伐。我

还探索成立了沾化区支农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购置收获机械、耕整机械、植

保机械、施肥机械、排灌机械等11类大

型农机30余台。不仅大型农机购置补贴

给合作社省下 120 多万元，国家在土地

深松作业、推广无害化管理上的扶持补

贴也让合作社受益匪浅。除保障自身全

程机械化生产外，我还对外开展机械化

生产服务，作业服务范围涵盖本镇本区

及相邻几个县区，一年下来又有 100 多

万元收入。

一人富不是富,一起富才是富。成为

新型职业农民让我成了当地的“种粮明

星”，我及时向大家宣传推广党的惠农政

策、科学种田管田新方式，产生了强烈

的示范效应。如今在冯家镇，千亩以上

的种粮大户有 10 多户，上百亩的 300 多

户，全镇小麦种植面积达到 8.6万多亩，

玉米有16万亩。

依托国家惠农政策，今后我更要甩

开膀子加油干，年入千万元也不是梦。

（本报记者 王金虎、通讯员 贾海

宁整理）

图为江西省上高县锦江镇钟家渡村山水田园图为江西省上高县锦江镇钟家渡村山水田园风光风光。。 陈旗海陈旗海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为山东省滨州市种粮大户张汝和在

改良盐碱地查看玉米长势。 王建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