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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农业如何迈好第一步，见到新

气象？近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党中央安

排部署农村工作的最高工作会议，也是观察中国

农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本次会议最大亮点是乡村振兴的全面展开。从

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

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在此之前，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专门就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做好脱贫攻

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等做出部署。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0 年，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困扰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创造了人

类反贫困史上的奇迹。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如何做好同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为接下来的重点。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

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按下乡村振兴快捷键
——解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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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推进。具体来看，包括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深

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等七点要求。

中 央 农 办 主 任、 农 业 农 村 部 部 长 唐 仁 健 表

示，为做好衔接工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

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要

做好过渡期内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

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有效衔接，从集中资源支持

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扶上

马”再“送一程”。   

对于这一新提法，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表示，不少的贫困县，脱帽

之后，如果后续的各种政策没跟上的话，可能又

会重新回到贫困状态，因此需要在过渡期内保持

政策的稳定性。今年 3 月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座谈会上提出 4 个政策不摘，即“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

管”，就是让脱贫变得可持续性。

“5 年过渡期的提出非常重要，一是给了那些

脱贫摘帽县一个定心丸，二是 5 年时间和‘十四五’

规划是相结合的，也就是让我们的政策衔接有了

缓冲和调试的阶段。”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

学院教授唐丽霞表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

重心转移涉及很多领域工作的方式方法，现在政

策调整有了缓冲时期，让各个地方有更多时间去

探索和实践。

此外，今年会议有还几个新提法值得关注。郑

风田提到，一是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

兴，就是把乡村振兴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而

不仅仅是农口的事。二是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

必振兴，强调未来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还是在农村。这次把乡村振兴

上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也是让全国人民都来帮

助农村、建设农村。

牢牢抓好粮食供给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潮流下，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对粮食安全重视程度又进一步提升。会议

从土地、农业科技、农民种粮积极性、党政同责等

方面作出重要指示，覆盖了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

唐仁健表示，农业农村系统已立下“军令状”，务

必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3000 亿斤以上，并力

争稳中有增。具体说，就是要做到“两稳一增”：稳

口粮，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南方双季稻 2020 年扩

种的面积不能减少，同时要提高单产；黄淮海和西

北地区小麦面积要力争有所恢复。稳大豆，继续实

施大豆振兴计划，力争面积稳定在 1.4 亿亩以上，提

高单产和品质，确保用于豆制品等的食用大豆国内

自给。增玉米，重点扩大东北地区和黄淮海地区玉

米面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章元表示，在新冠肺炎

疫情和逆全球化潮流下，今年会议对粮食安全重视程

度又进一步提升。会上针对耕地保护、农民种粮积极

性、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农业供给侧改革等做出了明

确具体的安排。特别地，还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提

升到“省长和书记双负责制”，这对调动基层政府高

度重视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粮

食安全做了具体部署，明确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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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这两项内容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亦有体

现。会议提到，要严防死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采

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还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种业发展取得了明显

成效。总体上，我国种子供应有保障、风险可控。但

是，我国种业自主创新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一

些品种、领域和环节，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虽

然不会“一卡就死”，但确实会影响农业发展速

度、质量和效益。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很有针对性，就是

要补上这块短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

解决种子“卡脖子”问题，加强种子资源保护和

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

唐仁健表示，坚决打赢种业翻身仗，主要是

干三件事：一是打牢基础，就是要抓种质资源库

和种业基地建设。重点建好国家作物、畜禽和海

洋渔业三大种质资源库。这是种业创新的物质基

础。二是加快创新，就是要强优势、补短板、破

卡点。加快启动实施种源“卡脖子”攻关和新一

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持续抓好农作物和畜禽良

种联合攻关。三是培育主体，就是要抓好龙头企

业和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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