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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

强。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提

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

色，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

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

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

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

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为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进一步指

明了方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最艰巨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锚定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

目标，如何科学谋划和推进三农

工作？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

键靠改革。深化农村改革，要把增加农民

收入摆在突出位置，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

分享更多成果。

“如何让种粮农民有效益、多得利，是

我最关注的问题。在研发、推广高效技术

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健全种粮收益保障机制，推动共同富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

稻所所长胡培松说。

记者观察到，近年来，化肥等农资价

格不断上涨，而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却没有

达到相应的涨幅。保障种粮农民的收益，
政府的顶层设计必不可少。此外，兼顾小
农户的发展需求，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有机衔接，让他们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同样重要。

民革中央《关于切实增强现代农业园

区联农带农能力建设》的提案表示，目前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龙头企业带农意识不强、农户

自我防范意识较弱、利益联结方式不够紧

密、园区监管机制不够完善。建议坚持党

建引领、提升各方联农意识，坚持因地制

宜、推进模式多元发展，坚持共享发展、创

新利益联结模式，坚持动态考核、提升园

区监管能力，切实增强现代农业园区联农

带农能力建设。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是拓宽村集体与

村民的收入渠道的重要举措。“现实中，一

些薄弱村因缺少资金、人才等无力开发，

可以探索‘多村合作、共同开发’的合作经

营机制，有地的出地，有钱的出钱，抱团引

进优质发展项目。”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

靖江市新桥镇德胜中心村党委书记杨恒

俊说。

“构建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机制，首先

要激活农村资源要素，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资源要素价值低

估、配置低效的状态，才能释放农业农村

发展的巨大潜能。”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财

经大学校长程永波说，应大力引导金融和
民间资本投入，有效弥补乡村振兴资金不
足，推进农村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农民培
养，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多措并举盘活农
村集体资产资源，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乡村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数
字鸿沟”和区域差距。 （据《农民日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建设农

业强国，要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水

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

立自强。

杜志雄认为，建设农业强国
的关键在于科技支撑，需要在三
个层面突破：一是把生物技术、装
备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绿色技术作为现阶段农业科
技革命的主攻方向。二是完善农
业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激发创新
活力。三是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
广体系。

一流的科技离不开一流的人

才支撑。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

政协副主席、湘潭大学校长潘碧

灵认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机遇，要加强基础科学

研究，实现关键性领域的人才培

育和科研探索的重大突破。同时

科研院所应加强学科管理制度改

革，强化内部学科之间的协作。

针对农业系统复杂及影响要

素多样的特点，需要利用跨学科

理论研究和智能技术方法。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

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姜明建

议，建设黑土地土壤产能数字模

拟大科学装置，融合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科学精准评

估土壤产能及地力提升，为农业

集约化、数字化管理和高质高效

产出提供国际领先的研究平台。

“大科学装置作为国家基础设施

中支撑创新的关键一环，是落实

创新发展理念、应对新发展格局、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对

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发展、

区域协同等具有变革性影响。”姜

明说。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铁岭

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艳表示，

应鼓励利用数字技术推广农业科

学技术：“随着我国信息技术基建

的进一步完善，绝大多数农村已

经实现了网络村村通。短视频、

直播等新型数字资讯形式降低了

农户接收信息的成本和门槛，可

以更灵活地选择时间、地点、内容

类别，部分中小农户甚至成为了

参与技术创新的主体，短视频平

台正逐步成为农民学技术的重要

渠道。建议政府加强数字平台相
关技能培训，鼓励农技推广机构
利用数字平台推广农技，与中小
农户建立‘有传有答’的农技传播
体系。”

“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从67%提高到73%”

“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系

统回顾了过去5年来，我国农业

农村的成就。

“近10年来，围绕农业农村

现代化、围绕粮食生产和安全，中

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等方面取得

突出成就。但从中国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现实以及中外农业发展的

比较来看，现阶段中国现代农业

离农业强国目标还有距离。”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说。

超级稻双季亩产达1603.9公

斤、再生稻两季连续多年示范产

量超过1000公斤、种业全产业链

产值达392亿元……这是湖南省

的水稻“成绩单”。然而，就是这

样一个水稻大省也面临着短板的

制约。“丘陵山区仍存在‘无机可

用’和‘无好机用’问题。”全国政

协委员、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

长兰定国说，“近两年，省级财政

安排2000万元支持农机装备创

新研发，系统梳理农机装备短板

弱项清单，采用科研项目‘揭榜挂

帅’方式，推动适用南方特性的通

用机具、零部件或技术，以及粮棉

油、果蔬茶、畜禽水产等装备技术

攻关。”

“农业强国必须有现代化的

高质量畜牧业。”全国政协委员、

延边畜牧开发集团董事长吕爱辉

提出，要注重补短板、强弱项，破

解畜牧业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畜

禽种质资源尤其是优秀的地方品

种保护利用，推进现代智慧畜牧

业发展，提升规模化、集约化畜牧

生产设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自

主可控水平。

杜志雄表示，我国的农业还

存在以下问题，高物质投入依赖

型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还不是

很充分，农业科技创新支撑农业

稳定增长能力尚不强，重要农产

品特别是粮食综合供给保障能力

与需求之间有缺口，农产品供给

数量和质量与需求欠匹配，农业

生产主体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较

弱，生产成本高位运行且呈现继

续上涨等，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

农业国际竞争力不显著。建设供
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
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
业强国，解决好这些问题，既是重
点，更是困难和挑战所在。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怎样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

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

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