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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不竭动力

顾吾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端于农村的改革大潮席卷全国。40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改革

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城乡面貌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使我国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

性跨越，实现了温饱型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贫困落后的农村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性跨越。改革永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竭动力。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对于上海农村来说，影响最深远的主要有三大改革：

一是农业经营制度改革。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安徽小岗村发起，全国推行了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确立了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并且载入了宪法，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上海郊区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实现了以粮为纲向多种

经营的转变，建设了菜篮子、米袋子工程，为城市服务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土地确权颁证，“三权分置”，稳定和完善了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了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形成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多功能的都市现

代农业新格局；通过组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正在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力

军。上海现代农业对标国际化水平，正在向高效生态、绿色安全、智能化、现代化的更高目标迈进。

二是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革开放 40年来，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承包地、

农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上。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为了保障农

民利益，上海不断改革创新征地补偿政策，1997年，市政府出台了撤制村队集体资产处置办法，有效地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此后，又通过推进“三个集中”，加快农民宅基地归并，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和农民进城落户。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市的政策导向以后，上海启动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改革试点，对加快农民增收，推进

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后的农村又一大改革。上海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起步早、推进稳、力度大。

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上世纪 90年代中期，重点是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既盘活了集体资产，又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

济发展；第二，上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重点是撤制村队的产权制度改革，维护了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财产权益；第

三，镇村两级社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了以股份合作制为核心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产权制度，实现了农民共享集体资产

的红利。据统计，到 2016年底，全市 1600 多个行政村已完成产权制度改革达 94.2%、28 个镇级集体经济组织启动改革，已完

成 19个镇。已经改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分红 15亿元，惠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员有 118万，人均分红 1015元。2017

年上海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7825元，名列全国前茅，使农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回顾 40多年来的农村改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推进农村改革，必须始终把“三农”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上海

农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不到 1%，但是，农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永远不能动摇；推进农村改革，必须始终把

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改革才能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推进农村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因

地制宜，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改革才能取得成功；推进农村改革，必须始终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

导核心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是取得农村改革胜利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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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深化农村改革永远在路上。上海要争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必须以时不我

待的精神，在总结 40年农村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再出发。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作为深化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的目标和动力，围绕农业全面提升、农村全面发展、农民全面进步，着力构建“三大新

格局”：

一、着力构建都市现代农业新格局

都市现代农业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开放性和多功能性的特点，是上海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按照中央关于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和上海都市对农业的需要，努力建设高效生态优质的都市现代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重点是：以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形成优质粮食功能区、蔬菜绿色保护区、特色种养产业区，构建新型农业产业

体系，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地方特色农产品和时令绿色产品；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进一步提升农业组织化、规模化、产

业化经营水平，依托大都市优势，大力发展种源农业、品牌农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加快形成都市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以现代农业服务业为支撑，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程社会化服务网络，构建小

农户连接大市场的现代农业市场化新体系。

二、着力构建都市乡村繁荣新格局

上海大都市乡村振兴，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和要求，按照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建设一个繁荣、富裕、生态、文明、

和谐的新郊区新农村，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重点是乡村经济、文化和人才的“三大振兴”。

一是乡村经济振兴

乡村振兴首先是经济繁荣、产业兴旺。要依托上海大都市和城镇化优势，对原有工业园区要提档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时要带动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要加快农业农村

转型发展，实行郊区乡村全要素整合，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主导产业为龙头，形成优质特色农产品+农产品现

代加工业+线上线下农产品物流网的产业经济链。着力整合农村生态资源和农业旅游产业，积极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精品

工程，建设一批与上海大都市相配套的绿色生态重大项目，使郊区形成以郊野公园、市民农园、民宿度假、特色农庄、田园综

合体和特色小镇共同组成的都市大花园，创新郊区旅游经济的新业态。

二是乡村文化振兴

上海郊区是都市海派文化与乡土农耕文化的汇聚地，具有灿烂辉煌的历史。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之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现代科学文化提升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要充分发掘、传承并发扬如金山农民画、松江丝网画、奉贤山歌、

浦东舞龙灯等优秀的民间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上海乡村振兴的文化瑰宝。

三是乡村人才振兴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硬支撑，要把人才振兴放在首要位置。充分利用和制定人才优惠政策，进一步激励各类人才到郊区

农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对上海郊区来说，乡村振兴重点要培养建设新型职业农民、现代农业经营者、农村紧缺

科技人才、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四支队伍。要搭建创业创新平台，鼓励有文化、懂经营、爱农业、爱农民的农二代、新生代、

城归派到郊区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真正形成一支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发展的生力军。

三、着力构建都市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



3

当前，城乡差距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上海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在乡村振兴中通过城乡协调发展，在全国率先

实现城乡一体化。因此，要把“三农”工作列为各级党政部门的重中之重，举全市之力，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是按照城乡协调发展的新理念，统筹规划和落实郊区新型城镇体系和乡村布局

城镇体系是上海大都市的纵轴线，要按照上海至 2035年的城市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郊区新城一新市镇一中心镇一集镇的

规划体系，实行人口、规模、土地、产业、功能五定位。要加快建设特色小镇，形成人口、产业、功能的集聚效应。乡村是都

市的基础层、辐射面，要按照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统筹规划生态、村庄、路、桥、林、水、田，适度归并零星分散的村落，

保留和再现江南水乡的乡村风貌。要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实施，打造

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形成新时代大都市郊区农村新格局。

二是按照城乡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切实解决郊区公共事业、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历来是城乡一体化的短板和痛点，上海乡村振兴必须把社会公共产品均衡化列为重点。进一步把优质

教育、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郊区延伸，提高郊区的教育质量和医疗卫生质量，使农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区，有病就近医。

进一步完善乡村道路交通网，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方便。建立以“河长制”为中心的郊区河道水系整治管理机制，确保水清、

岸洁、村绿。大力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逐步实现城乡保障一体化。

三是按照城乡协调发展的新理念，以改革创新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乡村振兴的根本动能在于改革创新，要切实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

新战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上海郊区要进一步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政策，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新型经营主体集中，

从传统粗放型生产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年率；要积极开展农民宅基地“三权分置”

的试点工作，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运作、闲置宅基地资格权使用权有偿流转退出、闲置农民房租赁经营等改革

政策，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村经分离后如何保障村

级组织基本运作经费，如何保障农民股份分红，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确保

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作者系原上海市郊区党委副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