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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重在増强内生动力 

孙雷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首届进博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

的讲话中对上海的乡村振兴十分关心,不仅提出了殷切希望,也指出了上海农村与周边地区存在的差距,并且点出了这个问题的

关键在于“动力不足”｡如何增强上海乡村振兴的动力,是本市广大干部群众必须面对的问题｡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通过建

立科学有效的利益联接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基层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和增强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

动力,切实改变本市乡村振兴“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

是推进上海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

企业｡近年来,上海市按照中央要求,坚持把培育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发展都市现代农业､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实现农业产业兴旺的重要手段,注重发挥资源､资金和市场优势,不断加大政策引导､资金扶

持力度,农业规模化经营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也存在着土地流转不规范､农业人才短缺､财政支持不够､农业社会化服务不完善

等方面的问题｡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本市纳入年报制度的 7790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2865家,成员 8 24万人,

带动从业人员 22. 56万人,年经营收入 82 67亿元,年销售额千万元以上的合作社有 212家,国家级示范社 82家｡为了贯彻实

施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我们积极推动地方立法,通过制定本市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办法,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合作社的内生动力,促进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有

序发展,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已考虑将此列为正式立法项目｡松江区 2007 年首创粮食生产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任中

农办主任的陈锡文同志多次亲临本市调研,予以肯定｡2013 年,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近年来,

本市积极推进不断深化家庭农场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积累了许多经验和做法,待条件成熟时,也应进行地方立法｡ 

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实现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农民收入

稳定增长､持续增加,才能真正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和动力｡近年来,上海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要求,着力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立法｡2017年 11月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

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本市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急需的制度

供给和有力的法治保障｡为了推动《条例》的有效实施,去年下半年市人大常委会及时组织对《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

检查｡从执法检查的情况来看,《条例》的贯彻实施,进一步巩固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激发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促

进了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同时,执法检查也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本市开展“五违四

必”整治和 98”地块减量化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期收益锐减;单纯以不动产经营为主的模式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贯彻实施《条例》､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加快推进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要切实解决少数领导干部

不想改､不敢改､不会改的问题｡相比较而言,较早实行改革的地方,正在探索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松江区新桥镇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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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联合社出资 4000 万元,与临港(集团)投资公司联合组建漕河泾松江高科技园区发展有限公司,2016 年该公司上市后,镇集体

经济组织持股 5435 万股,镇集体资产大幅增值｡这既是本市乡镇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的成功样本,也是上海推进农村集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探索｡只有把农村集体经济这个“母鸡”养壮养大,才能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更多更好地分享“鸡蛋”｡与此

同时,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农村集体经济归农村集体所有,把农村集体经济牢牢地控制在全体成员手

里,防止被少数人控制和占有､防止被社会大鳄吞噬｡ 

三､着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体面职业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体面职业,就是要回答现代农业由谁来搞､产业兴旺由谁来实现的问题｡近年来,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二代”､回乡创业农民以及外省市来沪创业的新型职业农民,也出现了“海归”人员把现代农业作为创业

方向｡前不久,我们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赴金山区枫泾镇集中视察的阿林果蔬合作社､开太鱼文化公司养殖基地,还有金山的施泉

葡萄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有知识､有想法的年轻人把现代农业作为一种体面的职业,孜孜不倦,努力把新业态､新模式､新理念

引入农业,发展现代农业｡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就是我们上海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生力军｡但是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中,也遇到一

些瓶颈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还不强,人才进入难,留住更难,特别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的员工,

由于职保缴金难落实,员工招不到､招不足,无法实现满员生产｡本市规划到 2020 年培育 20000 名新型职业农民,到去年底完成了

0%左右,已培育的新型职业农民如何留住?剩下的培训对象在哪里?值得深思｡同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范畴有待拓展,围绕

产业兴旺和融合发展,在培训农村实用人才的基础上,延伸创新创业平台,培育更多适应“互联网+”“生态+’x‘品牌+w‘民宿

+”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涉农创新创业人才,提升本市新型职业农民的综合素质｡对这类人才要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让他们

享受同样的创新创业政策待遇,得到相应的资助和支持｡要切实解决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经营者缴纳职保基金困

难的问题,吸引更多有理想､有知识的年轻人从事农业和与农业相关生产经营和服务业,使他们安心从事涉农产业､成为新时代新

型职业农民｡ 

四､着力化解农村“急难愁”问题 

不断増强农民群众获得感､参与感､责任感 

上海市各级政府十分重视郊区农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每年投入很多财力､物力用于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群

众做了大量的民生实事工程｡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郊区农村还存在着诸多“急难愁”的问题｡去年初,我们对农村村庄规划及农民

建房问题进行了调研,发现己经制定的村庄规划很难落地｡由于规划未定,加上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约束,许多地方对农民建房实行

了严格管理,一控就是十几年;农民建新房包括危旧房翻建等合理诉求得不到解决｡有人说,我们与周边地区比,差就差在“生态

宜居”上｡农民增收,特别是远郊地区低收入农民的增收难度很大｡几年来,上海农民收入比周边地区有差距,与城镇居民收入比,

差距就更大｡我们不能被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略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所满足,切实把农民增收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摆上十分

重要的位置｡我们只有把解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特别是“急难愁”问题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实效上,才能动员与组织

广大农民群众投身乡村振兴的实践,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人｡下一步,在规划保留的村编制村庄规划,一定要真正让农民参与进来,

多听听农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人｡浦东新区开展的美丽庭院建设,让农民群众从自己做起､人人争当乡村

振兴的主人,已初见成效｡ 

五､髙度重视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乡村振兴“领头人”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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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讲究的是实干｡要高度重视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领头人”的带动作用｡我们在基层调研

中发现,有的农村基层干部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工作比较拖拉;有的同志只求应付､不求质量,缺乏担当精神;有的同志“等靠

要”,缺乏工作主动性｡这些问题不解决,乡村振兴必将受到影响｡因此,要把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环

节,真正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作为基本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培养､配备､管理和使用｡切实加强以村党支部书记为主

的“班长工程”建设,以党建为引领,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把到农村一线工作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注重提拔使用实绩优

秀的干部,形成优秀干部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