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时 事 纵 横２０２３年１月５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佟欣雨 张轩玮

农强与国强

走中国特色的
农业现代化之路

记者：习主席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 强 调 ，强 国 必 先 强 农 ，农 强 方 能 国

强。为什么说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根基？

张云华：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现代

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

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悠悠万事，吃

饭为大。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强是建

设农业强国最主要的目标，也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 给 始 终 是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的 头 等 大

事。建设农业强国，首先要确保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国人的饭

碗主要装中国粮。粮食自给率低、不达

标肯定不是农业强国，如果农业薄弱当

然无法实现现代化。

同时，确保粮食安全、农产品供给

保障有力，农业的基础地位强，才能有

力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成为现代

化强国的稳固根基。

记者：农业强国主要“强”在何处？

张云华：从 具 体 内 涵 与 实 现 路 径

看，农业强国应该具备“四强”。

第 一 ，农 业 基 础 强 。 耕 地 数 量

足、质量优 ，提高农业基础生产条件 ，

创 造 和 巩 固 农 业 规 模 化 、机 械 化 生 产

的基础。

第 二 ，农 业 科 技 强 。 农 业 科 技 在

综 合 实 力 、核 心 技 术 上 处 于 国 际 领 先

地位。

第 三 ，农 机 装 备 强 。 现 代 化 农 业

生 产 手 段 是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的 有 力 支

撑 ，应 当 通 过 升 级 优 化 农 机 装 备 提 高

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智能

化水平。

第四，经营主体强。人是生产经营

的第一要素、决定因素，应不断增强家

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

的经营能力，逐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的服务能力，让家庭农场、合作社、

农业企业等“大农”担当强农大任，扛起

提供商品化农产品的主责。

此外，从目标导向看，建设农业强

国也应实现“四强”目标。除了前面提

到的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强、农业支撑

能力强以外，还有农业国际竞争力强、

农业获益能力强等。

我国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产品在国

际竞争中缺乏价格优势，反映出农业生

产效率需进一步提高。建设农业强国

要求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

农产品不靠国家保护也能在国际竞争

中胜出。习主席强调，要健全种粮农民

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这是针对我国长期以来农业低收

益提出的要求。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增

强农业获益能力，提高农民收入。

记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

们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体现了哪些中国特色？

张云华：建设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

主要在于立足国情、自立自强、实现共

同富裕。我国人多地少，农业发展长期

呈现“大国小农”的特点。根据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我国耕地

总面积 19.18 亿亩，全国人均仅占有耕

地 1.37 亩。2020 年，我国农户户均经营

集体所有的耕地面积为 6.5 亩，从事第

一产业劳动力平均经营集体所有的耕

地面积为 7.5 亩。

近 年 间 可 喜 的 变 化 是 ，我 国 人 地

关 系 拐 点 已 经 出 现 ，结 构 性 均 衡 逐 渐

显现。例如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耕地面

积 达 130 亩 ，经 营 耕 地 面 积 共 计 3 亿

亩 ，农 业 经 营 体 系 和 社 会 化 服 务 体 系

正 在 完 备 ，已 初 步 具 备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的经营条件。

上 千 年 来 ，我 国 曾 长 期 是 农 业 强

国 ，气候条件适宜 ，农业精耕细作 ，农

耕 文 明 历 史 底 蕴 深 厚 ，滋 养 承 载 了 人

口繁衍与国家兴旺。新时代农业强国

建设仍需立足国情，赓续农耕文明，走

自己的路，自立自强，充分发挥我国地

大物博、农业物种资源丰富、南北东西

农 业 互 补 性 强 的 农 业 地 理 气 候 优 势 ，

充分发挥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

营、集体经济、社会化服务的农业经营

特 色 与 综 合 优 势 ，充 分 利 用 我 国 较 为

齐 备 的 农 业 生 产 链 、供 应 链 优 势 和 巨

大 的 农 产 品 消 费 市 场 优 势 ，依 靠 自 己

力量、发挥特色优势、牢牢端稳饭碗、

推进共同富裕。

增产与减损

提高粮食安全
综合保障能力

记者：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

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

大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实施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进一

步提升和释放粮食产能应当从哪些方

面发力？

张云华：我国曾组织实施《全国新

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

2020 年）》，对有效提升我国的粮食产能

起到重要作用。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应抓住耕地和种子两

个要害。

下一步，需坚持不懈保护耕地，坚

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同时大力提升耕

地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实现逐步把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

任务。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今后需要投

入 真 金 白 银 的 硬 任 务 ，是 提 高 粮 食 产

能的硬基础，既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也

需 要 社 会 积 极 投 入 ，更 需 要 农 民 主 体

参与。

重点提高种业科技水平，应当在基

因编辑、合成生物等前沿科技上提高我

国的核心技术能力。把水稻、小麦、玉

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的

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同时不能

忽视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品种的种业

科技攻关 ，让“大科学家 ”也能致力于

“小品种”科研。

记者：“保障粮食安全，要在增产和

减损两端同时发力，持续深化食物节约

各项行动。”根据会议精神，除开源外，

在节粮减损方面，我们有哪些重点工作

要做？

张云华：开源重要，节粮减损也很

重 要 。 习 主 席 一 直 高 度 重 视 节 约 粮

食 ，围 绕 浪 费 粮 食 问 题 多 次 作 出 重 要

批示。2021 年，我国颁布实施反食品浪

费法，从法律层面推动节粮减损和反食

品浪费工作。在节粮减损方面，今后还

应从粮食生产、运输、储存、销售、餐饮

等不同环节入手，持之以恒予以监督、

引导、促进，持续研发推广节粮减损科

技，提升节粮减损的机械化、智能化水

平，切实增强生产者、消费者的节粮减

损意识，全面推进节粮减损和反食品浪

费工作。

由表及里 形神兼备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记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

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如何理解产业

升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张云华：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 和 重 中 之 重 。 近 些 年 ，我 们 有 时 看

到、感受到乡村“空”了，人口大量流失，

出现许多“空心村”。乡村人口、物理形

态上的空心化，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乡村产业的空心化。乡村缺乏产业，

就业机会就少，人就留不住。

对此，我们没必要将城市二三产业

简单移植到乡村，而是应当依托农业农

村资源条件与特色优势，推动农业农村

产业升级，带动农业农村发展。

首先，应推动农业升级。我们应看

到 乡 村 人 口 流 失 对 农 业 规 模 化 、机 械

化、智能化经营积极的一面，顺势推进

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让乡村的农业

产业上台阶，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其

次，应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升级。在县域

范围内，规划实施好有基地、有特色、高

水平的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链发展，以加

工业带动大农业良性发展，以大农业综

合发展带动乡村整体振兴。

记者：习主席强调，“要一体推进农

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由表

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如何理解

乡村的“表”与“里”、“形”与“神”？

张云华：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

兼备的全面提升是对农业农村现代化

与乡村建设的实事求是的要求。

乡 村 建 设 不 能 搞 面 子 工 程 ，农 业

农村现代化不能是表面现代化。乡村

的“表”与“里”、“形”与“神”应该是内

在统一的。广大乡村应当既有通路修

房、窗明几净等容易看得见的“表 ”与

“形”，也有通水通气、舒适宜居等不容

易看得见的“里”与“神”；既有物质文

明建设的“表”与“形”，也有精神文明

建设的“里”与“神”；既有示范乡村提

升的“表”与“形”，也有整体乡村提升

的“里”与“神”。

谱写农业强国新篇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云华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记者 佟欣雨

新年第一天，尽管天气寒冷，陕西

省铜川市耀州区关庄镇潦池村村民党

耀平还是走出家门，来到智慧农场黄

芩基地转一转，闻一闻田间的药香。

还记得去年 10 月，机械在田间

穿梭，翻耕、抖筛后，深埋在地下的黄

芩迎来大丰收。看着智慧农场里随

处可见的农情基站、智能监测站、远

程可视化设备、中央指控中心等智能

设备，党耀平说：“今年一定又是一个

丰收年！”

作为村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发起

人，党耀平从 2015 年起研究种植黄

芩，摸索出一套种植、采收和销售经

验。尝到中药材种植的甜头，他挨家

挨户敲门做工作，鼓励村民一起种植

中药材。为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当

地政府出台惠农措施，对每亩中药材

进行一定数额的补贴。如今，潦池村

中药材种植已颇具规模，达到近千亩。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2021

年，耀州区政府招商引进特色企业，

在全区推广建设智慧农场，以数字化

手段推动中医药产业升级。潦池村

成为智慧农场黄芩基地建设的试点

村。“关中平原拥有独特的土壤资源

优势，在这里种植的黄芩可提取的黄

芩素比其他产地高出 3 成以上。”党

耀平介绍道。

作为致富带头人，党耀平第一个

加入智慧农场。经过为期 1 年的试

验，这个种植黄芩多年的“老把式”惊

喜 不 已 。“ 现 在 种 植 过 程 变 化 太 大

了！农场有很多专家线上帮我们鉴

别害虫品种，告诉我们用什么药是无

公害的，施肥的时候也会根据情况告

诉我们施什么样的肥，空气、土壤出

现什么问题如何应对。”党耀平深有

感触地说，“更重要的是，销售不用

愁，还能卖上好价格。”

党耀平的成功探索，给村民吃了

定心丸，也彻底改变了当地传统的黄

芩种植模式，加速村集体合作社的转

型。越来越多药农亲身体验到智能施

肥、AI诊断虫害等数字技术带来的便

利。

农场管理员张东艳介绍，智慧农

场黄芩基地搭建起可视化溯源管控

体系。在硬件上，设立环境监测基

站、智能监测站、远程可视化设备、重

要指控中心等；软件上，搭建预警、管

控、区块链防伪追溯等模块，实现农

产品生产全程一站式服务。“如果种

植过程中发现有异常，监测装置就会

及时反馈信息到系统，技术专家在线

及时诊断，让我们能够提前预防，提

前处理。”张东艳说。

同时，智慧农场在种植、培育、采

摘、加工、储存等过程中全程配置二维

码终端系统，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呈现

防伪加密一物一码，使整个生产过程

透明化。每份药材都有自己的“身份

证”，消费者可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系统查询药材的相关信息。

从“靠天种植”到“智能耕种”，铜

川的“药香”飘向全国，药农的钱包也

愈发鼓了。据统计，数字化种植方式

让中药材产销量和品质均得到大幅提

升，村民年收入提高近两成。

近年来，铜川市耀州区作为中药

材种植示范区，因地制宜、系统筹划，

结合地域优势，大力发展黄芩种植产

业。全区建成智慧农场实验基地 2

个，千亩以上黄芩种植基地 6个，深加

工企业 1个。黄芩种植已成为引导全

区转型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

业。笔者从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铜川市将按照“建基地、优品种、强龙

头、深加工”的模式，到 2025年建成 20

个千亩以上规范化种植基地，中药材

规范化种植面积稳定在 30万亩，其中

发展濒危稀缺药材种植 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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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强是建设农业强国最主

要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今后需要投入真金白银的硬任务，是提高粮食产

能的硬基础，既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也需要社会积极投入，更需要农民主体

参与。

●广大乡村应当既有通路修房、窗明几净等容易看得见的“表”与

“形”，也有通水通气、舒适宜居等不容易看得见的“里”与“神”；既有物质文

明建设的“表”与“形”，也有精神文明建设的“里”与“神”；既有示范乡村提

升的“表”与“形”，也有整体乡村提升的“里”与“神”。

在上海一家数字农场，智能变量喷雾机器人利用 5G+北斗高精度定位，实现

农机作业范围精准规划。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