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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高层次人才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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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任。面对困难，要迎难而上，对主产区利益补偿到位，主产区重农抓粮才能

有动力、有热情、有干劲。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建设数字乡村不会一蹴而就

李国正

李正印

粮食主产区为了发展粮食生产，牺

牲了很多市场机会，“粮财倒挂”问题突

出。谁来补偿主产区利益？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健全粮

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健全粮食主产

区奖补激励制度，探索产销区多渠道利

益补偿办法，要在建立省际横向利益补

偿机制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这意味着，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即将从以中央

财政转移支付为核心的纵向补偿阶段迈

入“纵横结合”补偿阶段。

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

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13

个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

达到 80%。也应看到，粮食作为初级产品，

种植效益远低于经济作物、工业制成品和

高端服务业，主产区为了发展粮食生产，

付出了较多发展经济的机会成本，还要拿

出很多财政资金来补贴粮食生产，陷入

“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贡献越大义务

越多”的不利境地，产粮大县基本都是“经

济弱县、财政穷县”。与主产区不同，主销

区可以有更多机会发展二三产业，经济发

达，财政富裕。粮食产销区利益分配失

衡，主产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主销区差

距越来越大。

很显然，主产区在发展粮食生产中

存在利益损失，种粮越多越吃亏，建立粮

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

键。为调动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

性，我国建立了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

核心的主产区纵向利益补偿机制，中央

加大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

产粮大县奖补力度，中央支持粮食生产

的政策向主产区倾斜。但中央补偿资金

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主产区面临的

“粮财倒挂”“高产穷县”问题。这说明，

中央对粮食主产区单一纵向利益补偿的

政策效应在弱化，主销区也没有承担起

相应的利益补偿责任。如果这种局面不

改变，会严重影响主产区重农抓粮积极

性，加剧粮食产销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

衡的矛盾。

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要从

全局出发，着眼“全国一盘棋”，在优化完善

中央纵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加快探

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

制，形成“纵横结合”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

机制，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形成

有机整体，助力主产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可持续发展，进一步缩小产销区经济社会

发展差距，更好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纵向补偿方面，进一步加大对主产区

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对产粮大县的奖补

力度，不断增强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应向商品粮调出

量大、粮食安全贡献突出的县倾斜，确保

产粮大县财政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针对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薄弱问题，实施产

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加大对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力度，稳步提升公共

服务能力，增强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提高产粮大县重农抓粮积极

性，让农民种粮更安心。

横向补偿方面，在建立省际横向利

益补偿机制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推动粮

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落实好保

障粮食安全的共同责任。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

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政策发布

实施应为时不远。对于关注度较高的主

销区怎么补偿主产区问题，主销区有市

场和资金优势，可以为主产区粮食提供

稳定的销售渠道，还应拿出真金白银，支

持主产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增强粮食

流通能力，满足本地区粮源供应，并拓展

产业、人才、技术服务等协作方式，多出

实招，让主产区抓粮不吃亏。

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补偿是一项平

衡各方利益、协调区域发展、促进粮食安

全的重要措施，涉及区域间利益的重新分

配，是难啃的硬骨头。从本世纪初有人提

出建立粮食产销区横向补偿机制，至今

已 有 20 多 年 时 间 ，产 销 区 合 作 不 断 深

化，但利益补偿机制一直没有建立。现在

已 到 了 动 真

格、见真章的

时 候 。 面 对

困难，要迎难

而上，对主产

区 利 益 补 偿

到位，主产区

重 农 抓 粮 才

能 有 持 久 的

动 力 、热 情

和干劲。

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数字

乡村建设指南2.0》，旨在指导省、市、县三级相关

政府部门更好地应对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遇到

的新问题、新挑战。近年来，伴随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技术成为农村传

统要素变革以及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

力，深刻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治理方式和生活

方式。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连接“小农

户”与“大市场”以及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

合的必由之路，是亟需探讨的重要问题。

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在多个层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数字技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更加有力支撑。在基

础设施方面，高速互联网连接正在向农村地区

延伸。到2023年底，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超过

1.9 亿，5G 网络已基本实现乡镇级以上区域和

有条件的行政村覆盖，数字“接入鸿沟”正在快

速弥合。在农村电商方面，2023年全国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高达 5870.3亿元，同比增长 12.5%，

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智慧农业方面，越来

越多的农户和涉农企业开始采用数字化和智

能化技术，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显著提

升。在乡村治理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正

在加快向乡村延伸覆盖，极大提升了乡村治理

现代化水平，其中全国六类涉农政务服务事项

综合在线办事率很高，全国具备条件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建档评级基本全覆盖。在生态环

境方面，通过数字赋能的精准农业、智能灌溉

和环境监测系统，减少了农药和化肥使用，降

低了农业面源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长

期任务、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

拔苗助长、搞“面子工程”和形式主义，各地应

该立足资源禀赋差异，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实

际、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数字乡村建

设指南 2.0》从建设内容、建设方法和保障机制等方面为全国数字乡村建

设指明了方向。不过，在实践层面，数字乡村建设仍面临诸多问题和

挑战。

比如，部分地区调查研究不充分，未能完全实现因地制宜、系统规划、

突出特色；不少地方尚未建立起乡村数据收集机制和综合服务大数据平

台，数字乡村数据呈现“散、微、乱”等现象；适农型数字技术及应用的研发

投入与创新还不足，数字乡村建设缺乏健全的信息服务体系。此外，数据

泄露、网络攻击等数据安全问题不时出现，农民往往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

和防护手段，容易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对此，应稳妥施策。

一方面，在《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

政策法规，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加大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

支持力度，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参

与数字乡村建设。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包括政府拨款、企业投资、

社会捐赠等途径，确保数字乡村建设所需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加强对各地数字乡村建设的跟踪指导和资金使用监管，推

动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升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

经营，提升农业经营主体数智化转型的积极性。以多种形式的数字化教

育培训和数字安全技术研发及应用，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打造

数字乡村安全生态。

湖南省人社厅近日印发《鼓励高层次
人才服务企业十条支持措施》，从启动经
费、编制去留、退休待遇等方面为高层次人
才去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充分利用
高层次人才智力资源，助推新质生产力加
快发展。高层次人才的专业性和实践经验
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基石。近年来，湖南省
出台多项相关支持措施，鼓励事业单位专
技人员保留相关待遇离岗创新创业，新规
的出台将进一步构建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
与企业之间双向交流渠道。接下来，为确
保高层次人才在企业有更坚实的发展基
础，有关部门应持续加强产业人才专业技
术继续教育，举办企业人才高级研修班，定
期发布重点产业高精尖人才需求目录，为
高层次人才进园区、进企业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