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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快 报成果

西农大专家、学者
畅谈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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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将适当提高高标准
农田建设投资补助水平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
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意见》2月3日发布。这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
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路线图”。对此，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简称“西农大”）经管学
院专家、学者就文件中的重要
提法部署进行了全面解读。

与往年不同，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强调，“要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
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二级教授霍学喜表示，今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保持了政策的
连续性、平稳性，完全贯彻了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全国
各地特别是农业农村领域的各
级政府涉农部门、广大“三农”
工作者和老百姓提供了一个稳
定判断的合理预期。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有力
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
图’，明确了‘两个确保、三个提
升、两个强化’新的工作思路和
基本要求，根据新形势和新发展
需求丰富了新的政策内涵。”霍
学喜整体性解读了中央一号文
件的整体框架、思路与特点。

霍学喜说，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这是做好“三农”工作的底
线任务，不容有任何闪失。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发
轫于20多年前，造就了万千美
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
众。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
代背景中，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意义深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二级教授刘天军表示，

“千万工程”的经验探索出了一

条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科
学路径，形成了一套可推广、可
复制的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体
系，是今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支
撑。这些年来，各地发展乡村
产业有了较好的基础，但产业
布局不合理、产业融合度低、结
构性矛盾突出、新型经营主体
带动引领弱、核心要素集聚度
低、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仍然
较为突出。

刘天军建议，乡村产业发
展应坚持融合发展和绿色发
展，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走多元
化、特色化、品牌化、数字化和
标准化的“五化”发展路径。

中央一号文件中“信贷”一
词出现了3次，明确信贷担保
业务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这
是一个积极向好的信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教授石宝峰认为，信贷
方式应按照农业的工业经营模
式，按照产业发展的方式发展，
并创新金融产品。因为信用体
系作为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基石，并且与农村金融
的稳定以及金融服务助力“三
农”发展的成效息息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三农”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的战略定位，为
广大农民群众送去
了新年的政策“大
礼包”，在完善农业
保险等方面提出了

一批有含金量的政策措施。
石宝峰说，下一步应持续

完善农业保险保障，开发符合
本地农产品特点、种植条件和
农户需求的特色农产品保险。
而巨灾保险在农业领域，对于
诸如特色农业、养殖业等农险
尚未覆盖的品种，巨灾保险将
发挥更大的作用。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制度体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副教授张蚌蚌认为，耕
地保护必须建立在数量、质量、
生态三个基本支撑点之上。要
从严守耕地数量红线、从资金
投入和主体创新上加强耕地质
量建设、耕地生态保护、耕地保
护科技创新、双层经营体制改
革创新驱动耕地保护等方面扎
牢制度的笼子。

“浙江20年‘千万工程’实
践所提供的方法论，非常值得
各地耕地保护制度创新借鉴。”
张蚌蚌说，应通过实施重大工
程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耕
地集中连片质量提升、乡村建
设用地内部挖掘潜力支撑乡村
产业用地需求、乡村生态环境
建设等举措，确保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筑牢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

专家们表示，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了2024年及今后一个
时期“三农”工作的“路线图”，
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
领，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
必将更有底气。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耿苏强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辽宁省国
家重要特色物种（甜樱桃）育种联
合攻关项目中期总结与推进会上
了解到，辽宁省2022年开始启动
实施的国家重要特色物种（甜樱
桃）育种联合攻关已取得阶段性
成果。共筛选出甜樱桃新种质5
份，筛选出的甜樱桃新品种“黄金
蜜”通过品种审定现场考察；选育
的甜樱桃新品种“蜜冠1号”“蜜
润”“京樱5号”“京樱8103”通过
植物新品种权初审；选育的甜樱
桃新品种“鲁樱5号”“鲁樱6号”
和矮化砧木新品种“矮杰”通过品
种审定。在辽宁省大连市、山西
省临汾市、北京市通州区、山东省
泰安市、陕西省铜川市建立6个品
种测试、示范基地。

国家重要特色物种（甜樱桃）
育种联合攻关项目是农业农村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种业
振兴行动总体部署在全国实施的
64个重要特色物种育种联合攻关
项目中唯一一个甜樱桃育种联合
攻关项目。攻关组由大连市绿海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牵头，大连市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为首
席专家单位，北京农林科学院林
果研究所、山东省果树所、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为攻关组成员单位。

通过实施甜樱桃育种联合攻关项目，将进
一步加快甜樱桃育种进程，培育一批高产、优
质甜樱桃新品种和抗逆性好、适应性强的砧木
新品种，为促进甜樱桃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据中国农网）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3年全
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2024年中央财政将适当提高高标
准农田建设的中央和省级投资补助水平，持续
支持种业振兴行动和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以
及农业社会化服务，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
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同
时强化对资金使用和政策落实的监督，更好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

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表示，财政部将着力
支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支持实施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
投入标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完善产粮大县
奖励政策。逐步将三大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
险政策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范围扩大到全国，
实现全覆盖，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落实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同时，
要用好中央财政的衔接资金，加强产业和就业
帮扶，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学习运用
好“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

（据央视网）

西农大专家、学者解读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