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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勇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我

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

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依据现

实国情作出的科学决策。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中，回顾“十三五”以来我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的成效，

剖析“三农”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短板，对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现实基础

（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取得新进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自 2016

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

了一二三产业全覆盖和城乡全覆

盖。就农业和农村而言，主要成

效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农产

品结构不断调优，绿色优质农产

品供给明显增加，强筋弱筋优质

专用小麦占比提高到 35.8%，优

质稻谷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大豆种植面积连续 5 年增加。二

是农业生产规模化率有了较大

提升，2020 年，我国畜禽养殖

规模化率达到 64.5%，设施装备

水平有了大幅提升，粪污处理设

施装备配套率超过 95%。三是

农产品标准体系建设扎实推进，

食用农产品生产标准体系基本建

立、合格证制度全面推行，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即“三品

一标”）产品总数有了显著增加。

（二）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

台阶

2015-2020 年，我国连续 6

年粮食产量超过 1.3 万亿斤，人

均 口 粮 超 过 470 公 斤， 比 联 合

国 400 公斤的安全线标准高出

17.5%。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

的领导下，中国用世界 7% 的耕

地、6% 的淡水养活了世界 22%

的人口，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了

积极的力量。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壮大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是

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特别倚重的

新型经营主体，他们通过土地流

转，有效带动了广大农民从事现

代农业。截至 2020 年 6 月底，

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

222.54 万家 ；全国家庭农场名录

系统填报数量超过 100 万家，已

有 28 个省（市、区）开展省级

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县级以上示

范家庭农场超过 11 万家。

（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

勃发展

“十三五”时期，全国各地

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现代农

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新型服务业，

创响的“土字号”“乡字号”特

色产品品牌超过 10 万个。截至

2020 年，农业农村部先后评定

了 10 批共计 3274 个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在农产品专业

村镇和加工强县的引领下，适应

城乡居民需要的休闲旅游、餐饮

民宿、文化体验、健康养生、养

老服务等产业得到了很好发展。

（五）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稳步推进

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致力

于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调动农民发

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与短板

摘  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的重大部署。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业已取得

明显成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铺垫了坚实的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应密切关注实践

中面临的短板，积极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创新方式方法，才能将美好的蓝图变为现实，才能实现农业

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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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积极性。截至 2020 年 8 月，

全国已有 1239 个县（市、区）、

18731 个乡镇建立农村土地经营

权流转服务中心，全国家庭承包

耕地流转面积超过 5.55 亿亩。

（六）农民收入增速连年快

于城镇居民

2016-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

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平均增速

分别为 7.95% 和 8.83%，后者比

前者高出了将近一个百分点。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

有了较大下降，但依然实现了

3.48% 和 6.92% 的增长。这些统

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

速已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且

呈逐步扩大态势。

（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和

养老制度开始并轨

医疗保险方面，2016 年 1 月，

中央决定整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所有省市

区已实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

并轨，相对于新农合而言，报销

范围、报销比例、报销方式以及

药品目录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

进。养老保险方面，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有 17 个省区市将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并轨为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保障程度有了较为

明显的提升。

（八）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

向贫困宣战，以扶 贫 开 发 为 手

段，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

困，取得了显著成效。从贫困人

口来看，1979 年为 7.7 亿人，2010

年为 1.25 亿人，2015 年为 5575 万

人，2019 年 为 551 万 人。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新中

国成立以来遭遇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

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将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向脱贫攻坚

战发起最后决战。截至 2020 年

底，全国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已

全部“摘帽”，提前 10 年实现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减贫目标，对世界减贫贡献超过

70%，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了

“中国方案”。

如上所述，经过三年多的

努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已取得

了明显的工作成效，为乡村振兴

从“实施”到“全面推进”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促进了新

发展阶段我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的“提质扩面”。

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面临的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

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8

年 1 月，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发 布

《 关 于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意

见》，确定了乡村振兴的阶段性

目标 ：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

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政策体系

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乡村振

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

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 2050 年，

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全面实现。2018 年

2 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提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 年）》（下称《规

划》）细化实化了工作重点和政

策措施，部署了重大工程、重大

计划、重大行动，确保乡村振兴

战略落实落地。虽然，我国乡村

振兴战略稳步实施，也取得了一

定的工作成效，但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仍然面临着不少的短

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发布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

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仍然突出，是我国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面临的短板。就“三农”发

展而言，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创新能力不适应农业

高质量发展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农业

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

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

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 2016-2020 年，我国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由 56.7% 增长至

60.7%，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由 66% 增长至 71%，虽然都

实现了逐年攀升，但相较于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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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农业基础还不稳固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快于农副

产品生产。比如，随着棉籽油逐

渐被大豆油取代，大豆的需求强

劲增长，但囿于大豆亩产量相对

较低，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只

能以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由此

导致我国大豆的进口量逐年攀

升，从 2016 年的 8391 万吨增长

至 2020 年 的 10033 万 吨， 增 幅

超过 23%。我国人均耕地只相

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42%，且

碎片化程度严重，限制了农业现

代化的发展，导致成本相对较

高。农业发展过程中一些新因素

不断出现，比如，规模化养殖带

来的粪污处理能力不强等问题，

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国农业

基础的不稳固性。

（三）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

分配差距较大

2020 年全国各省（区、市）

人均 GDP 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

分别为 167640 元和 34059 元，后

者仅为前者的 20.3%。从居民收入

来看，2019 年，东、中、西部及东

北地区分组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19988.6元、15290.5元、

13035.3 元 和 15356.7 元， 中 部、

西部及东北分别为东部的 76%、

65% 和 77% ；城乡居民收入比值

从 2016 年的 2.72 缩小至 2020 年

的 2.56，虽然都有所改善，但差

距还较为明显。

（四）农业农村生态环保任

重道远

2018 年，全国各省市区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方案》，致力于进一步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水平。厕所、污水和垃

圾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

点，生态环保建设取得了明显成

效，但仍存在一些难点。比如，

农村规划滞后导致土地用地受

限，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设项

目等新型产业业态很难获得建设

配套的用地许可 ；污染分散性、

不确定性及时空分布的异质性导

致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国家

集中监管和污染治理难度加大 ；

财政用于农村污染治理和环境管

理能力建设资金相对有限，基层

财政增长乏力导致农村生态保护

补偿资金缺口较大。

（五）农村民生保障存在短板

《规划》提出从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提升农村劳动

力就业质量、增加农村公共服务

有效供给三个方面进一步保障和

改善农村民生。经过三年的努

力，农村民生保障水平有了显著

提高，但农业村发展短板依然

存在。基础设施方面，部分省

（区、市）的县城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仍处于低位，城镇和乡

村则处于更低水平 ；农村劳动力

就业质量方面，转移就业渠道亟

待进一步拓宽，乡村就业服务亟

待进一步强化，制度保障体系亟

待进一步完善 ；公共服务供给方

面，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

人的关爱亟需进一步提升。

综上，我国农业发展创新

能力不强，农业基础尚不稳固，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

大，农业农村生态环保任重道

远，农村民生保障存在短板，这

些短板影响了新发展阶段广大农

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补齐这

些短板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需要持之以恒地推进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因为发展是解决

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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