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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现代化阔步前行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强 国 必 先 强 农 ，农 强 方 能 国 强 。 到

2035 年 基 本 实 现 农 业 现 代 化 ，到 本 世 纪

中 叶 建 成 农 业 强 国 ，这 是 党 中 央 着 眼 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

部署。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呈

现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实现了举世瞩

目的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农业

强国建设，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农业发展之路。

农业综合产能显著增强

粮食生产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作物

产量提升品种增加，设施农业日新月异，农

业产值保持增长⋯⋯这是新中国成立 75

年 来 ，我 国 农 业 生 产 能 力 发 展 的 真 实 写

照。新时代新征程，遵循党中央指明的奋

进方向，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加快

转变，亿万农民满怀信心耕耘在希望的田

野上。

粮食生产实现跨越式发展。新中国成

立 初 期 ，我 国 粮 食 产 量 仅 2000 多 亿 斤 ，

1966 年达到 4000 亿斤，1978 年超过 6000

亿斤。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极大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

食产量接连跨上新台阶。1984 年粮食产

量超过 8000 亿斤，1993 年超过 9000 亿斤，

到 1996 年首次突破 10000 亿斤大关，2012

年迈上 12000 亿斤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粮食安全

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粮食生产开创

新 局 面 。 2015 年 粮 食 产 量 突 破 13000 亿

斤，此后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2023 年粮食产量达到 13908 亿斤，比 1949

年增加 1 万多亿斤，增长 5.1 倍；人均粮食

产量 493 公斤，连续多年超出世界平均水

平，也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粮食安全

线；粮食单产大幅提升，2023 年全国粮食

单 产 389.7 公 斤/亩 ，比 1949 年 增 加 321.1

公斤/亩。

经济作物产量提升品种增加。2023

年，我国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达到 7.9 亿亩，

比 1949 年增长 2.7 倍。分品种看，全国油

料产量 3864 万吨，比 1949 年的 256 万吨增

长 14.1 倍；棉花产量 562 万吨，比 1949 年的

44 万吨增长 11.6 倍。蔬菜面积达到 3.4 亿

亩，产量 8.3 亿吨，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蔬

菜面积不足 5000 万亩；果园面积 1.9 亿亩，

园林水果产量 2.4 亿吨，分别比 1978 年增

长 6.7 倍和 35.5 倍。从总体看，品种琳琅满

目，品质不断提升，并且实现跨地区、反季

节供应，居民的“菜篮子”“果盘子”更加

丰富。

设施农业日新月异。随着农业现代化

的提升，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快速发展。设

施农业规模连年扩大，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产业效益持续提升。2022 年我国设施种

植面积达 4270 万亩，占世界设施农业总面

积的 80%以上，为设施农业第一大国。依

托温室、大棚、垂直农场、智能农牧场、植物

工厂等新模式，突破了自然资源条件的束

缚，拓宽了农业发展新空间，推动肉蛋奶、

蔬果、水产品等供给持续提升，更好满足了

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需求。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稳固。随着农业的

蓬勃发展，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较快增

长 。 2023 年 ，我 国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158507 亿元（当年价），比 1952 年的 461 亿

元增加 15804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1953 年至 2023 年年均增长 4.5%。分

产业看，农林牧渔各业均保持稳定

增长，1953 年至 2023 年，农业、

林业、牧业、渔业年均增速分

别为 3.8%、6.7%、5.6%、8.7%，农业经济稳步

提升。

“从总体看，我国肉蛋奶果菜鱼平稳增

长，‘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也要看到，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对农业供给保障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教授程国强表示，各地区各部门要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位

置，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

众丰富多样的食物消费需求。

产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从东北黑土地到中原粮仓，从西北旱

作区到江南水乡，农业现代化汇成时代强

音，耕地、农机两大基础日益夯实，在此基

础上农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近年来，我

国推动农业发展由以数量增长为主向数量

质量并重转变、由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向创

新驱动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转变。

农田必须是良田。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以农田水利为重点推进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提高防

灾减灾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推进灌溉水源

保障和灌区建设改造，农业生产条件明显

增强，农业基础更加稳固。截至 2023 年

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0 亿亩

以上，完成 10.58 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2023

年我国耕地灌溉面积 10.75 亿亩，比 1952

年增长 2.6 倍，累计建成大中型灌区 7300

多 处 ，为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

农机必须是良机。1952 年全国农业

机 械 总 动 力 仅 18.4 万 千 瓦 ，拖 拉 机 不 到

2000 台，联合收割机仅 284 台。到 2022 年，

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11.1 亿千瓦，拖

拉机总数达到 2144.1 万台，联合收割机总

数达到 173.1 万台。目前，全国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3%，小麦生产基

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玉米、水稻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超过 80%，大宗经济作物、畜

禽水产养殖、设施农业、农产品初加工等

领域的机械化生产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农

业生产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向主要依靠

机械动力转型升级，有力提升了农业现代

化水平。

农业发展更加协调。随着农业生产方

式的变革，农业生产实现了由“以种植业为

主、以粮为纲”的高度单一结构向“农林牧

渔 全 面 、多 元 、协 调 发 展 ”的 历 史 转 变 。

1952 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比重达 85.9%，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林业、

牧 业 和 渔 业 产 值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 1.6%、

11.2%和 1.3%。改革开放后，农林牧渔业

结构逐步协调合理。2023 年，农业产值占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的 比 重 为 54.9% ，比

1952 年下降 31 个百分点；林业、牧业、渔业

分 别 占 4.4% 、24.6% 、10.2% ，提 高 2.8 个 、

13.4 个、8.9 个百分点。

农村产业“接二连三”。随着乡村振

兴 战 略 深 入 实 施 ，各 地 因 地 制 宜 培 育 壮

大优势特色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推

动 农 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农 业 产 业

链条和多功能性不断延伸拓展。2023 年

末 ，全 国 开 展 休 闲 农 业 和 农 村 旅 游 接 待

的农村占比为 14.7%，50 万户农户开展了

休 闲 农 业 和 乡 村 旅 游 ，年 接 待 游 客 超 过

30 亿人次，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 8400

亿 元 。 2023 年 农 产 品 电 商 销 售 额 超 过

7300 亿元，超过 100 万户农户通过网络销

售 农 产 品 ，农 村 网 络 零 售 额 达 到 2.49 万

亿 元 。 总 体 来 看 ，农 村 产 业 融 合 水 平 不

断提升，产业链条更加完善。

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农民增

收是关键。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之一是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

件，农民全面发展、过上更加富裕更加美好

的生活。同时，我国建设农业强国，也是在

为 全 球 可 持 续 发 展、消 除 贫 困 贡 献 中 国

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仅为 40 多元。20 世纪 50 年代

至 70 年代，随着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社的

发展，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改革开放

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为农副产品

交换提供了便利条件，农产品价格提高也

为农民增收带来实惠。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对社会保

障和民生改善的投入力度，农民的钱袋子

更加殷实。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

长。2023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1691 元，比 1956 年名义增长 296.5 倍，

实际增长 40.1 倍，年均实际增长 5.7%；比

2012 年 名 义 增 长 158.6% ，实 际 增 长

111.4%，年均实际增长 7%。另一方面，城

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我国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1957 年至 2023 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实际增速

快 于 城 镇 居 民 0.9 个 百 分 点 ，2013 年 至

2023 年平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8 个百分

点。2023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值为 2.39，比 1956 年下降 0.94，比 2012 年

下降 0.49。

产业带动是农民增收的重点领域。没

有产业的农村，难聚人气，农民增收路子也

难以拓宽。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外出务工、

加快三产融合发展⋯⋯近年来，各地区各

部门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洛川苹果、

赣南脐橙、定西马铃薯、苍溪猕猴桃等一批

特色品牌不断发展壮大，多种形式的技能

培训推动农民工能力提升，农事体验、观光

采摘、乡土美食、民俗文化等新业态成为农

民增收新动力。

基础设施改善是农民增收的基础。党

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在提高乡村基础设施

完备度上不断加力，持续加强数字乡村建

设，加快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

配送体系，点亮农村居民幸福生活。农村

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

2023 年末全国 74.5%的农村有电子商务配

送站点，提升了农村居民生活便捷性和舒

适性。随着新能源汽车下乡，截至 2023 年

末，全国已有 10.2%的农村安装新能源电

动汽车公共充电桩。

示范带动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高

素质农民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队伍，也

是带动普通农户增收的重要力量。截至目

前，我国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 900 多万人

次。“我们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培育辖区高

素质农民，建立高素质农民人才库，大力推

广农业绿色发展，土地流转、产业扶持、金

融保险等扶持政策向高素质农民倾斜。将

高素质农民纳入示范户，发挥示范作用，带

领其他农户共同致富。”山东省临清市老赵

庄镇镇长刘殿锋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清醒认

识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

任重道远，特别是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

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依然存在。新时代新

征程，要锚定农业强国目标，把牢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总抓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总方针，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加快推进农

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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