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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季辉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是 2022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基调。农业农村发展如何实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是每一个“三农”人值得思考的问题。结合对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的学习理解，从江苏实际出发，

就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中几个问题做些思考，以期引起重视和关注。 

关于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粮食安全是国家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压舱石。实现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基础。

由于粮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单产不断提高，耕地的弦已绷得很紧。粮食安全是政治安全，粮食稳定是政治责任。一是种足种好

粮食面积。江苏只有种好 8120万亩的播种面积，才有完成年产 740亿斤粮食的基础。既要防止耕地“非农化”，也要关注基本

农田“非粮化”。“非粮化”往往具有隐蔽性，有的以美化环境、绿化生态为名；有的以发展农旅融合、增加农民收入为由，在

农村有较大的“市场”，一定要严禁新增的“非粮化”行为。二是建足建好高标准农田。有了 5000万亩高标准农田，粮食、蔬

菜等稳产保供就有了保障。以前的建设标准比较低，做到了旱涝保收，但离高产稳产的“吨粮田”还有较大的差距。要一手抓继

续建设，一手抓地力提升。三是用足用好后备资源。江苏农业的最大优势是后备资源丰富。沿海滩涂、黄河古道、丘陵山区等等，

宜粮则粮，宜经则经，除了部分可以改造提质种粮外，大部分地方可以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和地方优势产业。另外，目前粮食单产

虽然较高，陡坡难上，但只要选对路子、因地制宜，主攻低产薄弱地区，应该说还有增产空间。加上种业振兴、农机装备普及、

政策支持等，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单产还能够再上台阶。 

 

关于发展富民增收产业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发展富民增收产业。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富民增收

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粮食安全与富民增收，不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而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不是一块田里争高低，

而是错位发展、差别竞争。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富民增收是民生基础，同等重要，何况很多粮食产业本身就是富民增收产业。

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同步实现富民增收，千万不能割裂开来。富民增收不能一门心思“非粮化”，而要更多关注以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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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关注产业链，把农业从生产向加工、流通延伸，从一产向一二三产融合转变，打造全产业链，既可以抵御生产风险，也

可以获得更多产后利润。二是关注产业平台，学习工业经济发展思路，加强农业产业发展平台建设。目前农业产业园、加工集中

区、产业强镇、产业集群、一二三产融合示范区等星罗棋布，把这些产业平台与当地优势特色产业结合起来，真正实体化运作，

就一定能促进产业的提档升级。三是关注新型主体，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两类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民结合紧密、与生产

关联度强，应该有序引导、大力发展。个人认为家庭农场应该回归家庭本真，适当控制规模，上万亩的经营规模是否合适值得商

榷，应当专注于适度规模下精耕细作、做优做特；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以家庭农场为主体，是家庭农场的联合、合作。两者不能

混为一谈。同时，也要加强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毕竟现阶段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服务农民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最强的，应加强引

导和服务。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十四五”期间，就江苏农业农村工作而言，除了加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乡村振兴与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衔接。围绕“五大振兴”，应该说乡村振兴已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和主攻方向，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少了“一个

振兴”就不能说是实现了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则不一样，不同地区现代化的模样可以不一样，实现路径也可以不一样。欧

美、日韩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不同的模式和路径。从国内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会不一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也会不一样。

另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可以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也可以分类指导、差别实施。而且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相比，差

异化、特色化应该更为明显。当前应该更多地把力量和重点放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上，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农村现代化打好基

础、积累动能。国家已经开始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首批江苏有 4个，分别代表不同类型地区开展示范创建，如宜兴可以代表

一二三产融合类、东台可以代表特色农业发展类、睢宁可以代表粮食主产区类、宿城可以代表城郊高效设施类。由于江苏南、中、

北地区差异较大，在国家示范区创建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扩大规模和效应，开展农业现代化先行区建设。“先行”讲究的是突破

和创新，不设条条框框，只要符合国家政策和地方实际，都可以大胆探索和尝试。省里对先行区的目标和方向，只是原则性提了

“六强六化”，也就是在质量、生态、装备、“数字”、主体、链条等六个方面要“强”，在标准化、绿色化、设施化、智慧化、

园区化、融合化等“六个方面”要示范引领。以县为单位，可以是“整体强、整体化”，也可以是“单项强、单项化”。力争在

“十四五”期间，全省建设 50 个农业现代化先行区，为面上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积累经验、形成样板。 

关于激发农业农村改革创新活力 

只有改革创新，才能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受多种因素影响，大家对农业农村改革创新动力不足。不敢改、不

愿改、不会改，成为制约改革创新深入推进的障碍。比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后，对如何盘活利用缺少办

法，农民拿到了承包经营权证书，不仅仅是为了吃“定心丸”，更多的是要提高土地使用效益。但现在往往是“一流转了之”，

农民仅仅获得了每年亩均 800元左右的土地租金收入，但失去了未来发展的权利。比如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后，虽然摸清了集

体家底，但如何保值增值，更好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缺少有效的办法。要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特别是提高经济薄弱农户的收

入水平，现实的办法就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再比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应有权利，但很多地方已经二

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审批了，或者人为不分户，让农民失去了宅基地资格权，进而失去了相关衍生的财产权利。诸如此类，

这些工作都需要创新思路、突破障碍。其核心就是要推进“要素下乡”，归根到底就是“能人下乡”，只有能人进村才能搅活

“一池春水”。这里的能人，不仅仅是村支书、大学生村官等管理群体，更多的是返乡创业的市场主体。要为市场主体营造宽松

和谐的创业环境，他们有利了、发展了，才能留下来，也才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获利空间。不能以“保护农民利益”为由，让农

业农村失去发展的机会。 

关于提升农业农村公共服务能力 

农业农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已到了比拼农业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阶段。江苏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已超过 60%，这一阶

段除了一部分农业生产环节需要生产主体自身服务外，大部分需要各类专业服务组织提供。如病虫害防治、机械化收获、产后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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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处理等，投入大、成本高，单个生产主体完全靠自身完成，不经济、效率低，必须依靠各类服务组织提供专业、精准、高效的

服务。对于没有进入规模经营的小农户，更要加强与现代农业的有效对接，对一些做不了、做不好、做了不经济的农事，必须依

赖现代化的专业服务组织。除了生产环节服务外，还要加强产后的加工、流通、储藏等服务，尤其是冷链物流和电商平台，这是

目前的薄弱环节。由于乡镇“七站八所”的撤并，应该说社会管理治理能力得到了加强和提升，但服务能力特别是农业公共服务

如种子、植保、水利、兽医等服务出现明显下降，以前是“线断网破”，现在可能彻底没有了。对于乡镇农业公共服务，能不能

探索出一条以市场主体专业服务为主、地方政府支持补贴为辅的专业化、特色化区域服务路子，这是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农村的

公共服务方面，除了医疗、养老、教育、交通、低收入群体保障等以外，大家关心最多、难度最大、反映比较强烈的是农村生活

污水的处理，这也是解决农村改厕问题的主要障碍，迫切需要拿出可行办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能力是重要保障，

特别是提升乡镇区域公共服务能力是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