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编辑 // 史翔凤史翔凤 董文龙 郭娜 校对董文龙 郭娜 校对 // 张婧张婧 0808版版 20242024年年44月月1212日 星期五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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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富胜 匡晓璐

学好用好“千万工程”成功经验

□ 刘怀丕 翟濯

当下正值春耕的农忙时节，各地纷纷

抢抓农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好头、起好

步。记者在采访中看到，田地上，无人农机

来回穿梭进行喷防作业；大棚里，水肥一体

灌溉系统照管着立体种植的“蔬菜车间”；

水塘中，光伏发电与渔业养殖实现了有机

互补……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

技元素赋能下，一幅幅“科技春耕图”在广袤

田野铺展开来。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 年）》，明

确要走“科技支撑有力”的增粮之路。为更

好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必须让科技

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驱动力，这已

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简言之，就是要向科

技要产量。

向科技要产量，各地各部门应围绕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

新、产业创新。要围绕粮食生产关键领域和

薄弱环节，从耕地、水利、种子、农机、化肥农

药、耕作技术等着手，加强新技术的集成创

新和生产各环节的衔接配合，提高土地产出

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要把加

强传统种养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放在突出

位置，加快推进设施农业、创意农业、数字农

业等现代农业发展，积极布局建设农业领域

未来产业，努力突破耕地等自然条件限制，

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强化粮食生产能力，推

动我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向科技要产量，要进一步加强新技术的

实用性，解决好投入产出比问题。农业技术

创新并非都看上去“高大上”，关键在管用。

各地应避免“炫技”思维，切实根据自身的资源

禀赋和发展阶段，因地制宜推动农业科技落

地。同时需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农业整体上

还处于向智能化、机械化、集约化迈进的阶段，

农业生产效益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地方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要合理估算投入产

出比，确保财政不吃亏，农民广受益。

向科技要产量，要发动农业科技工作者

加强创新研发，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农

业科技工作者要当好强农惠农富农的服务

员，针对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以经

营主体需求为导向，真正解决研发与需求脱

节问题，让更多新农机驰骋、新品种落地、新

农艺见效。各地也应进一步加强科研平台

建设，打造高层次创新型团队，为科研人员

营造良好的研发环境，促进人才活力迸发。

春耕正当时。在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

度融合上下功夫，科技的力量和挥洒的汗水

必能带来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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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科技要产量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为主题，以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为主线，对2024年及今后一个

时期的“三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充分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我

们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努力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千万工程”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

入点，全面实施20年来，推动浙江乡村

产业、生态、文化、民生等各方面发生

深刻变革，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

了万千农民群众。比如，在乡村产业

方面，休闲农业、农村电商、文化创意

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带动农民收入持

续较快增长；在生态保护方面，规划保

留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100%，农村

生活垃圾基本实现“零增长”“零填

埋”，农村卫生厕所全面覆盖，农村人

居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在文化建设方

面，建成一批家风家训馆、村史馆、农

民书屋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形

成；在乡村治理方面，以农村基层党组

织为核心、村民自治为基础、各类村级

组织互动合作的乡村治理机制逐步健

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显著提高；在改善民生方面，城乡基

础设施加快同规同网，最低生活保障实

现市域城乡同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全国领先，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等。

“千万工程”有着一整套系统成

熟、行之有效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

推进机制。浙江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党政主导，把加强领导作为搞好“千万

工程”的关键，建立党政“一把手”亲自

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每年召开

“千万工程”高规格现场会，营造比学

赶超、争先创优浓厚氛围；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从农民群众

角度思考问题，尊重民意、维护民利、

强化民管，充分调动农村基层干部和

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

持城乡协调发展，不断推动城市基础

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

盖、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使城乡关系

发生深刻变革，形成了城乡互动、良性

循环的发展机制；坚持系统观念，聚焦

农村人居环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综

合把握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

保护、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等多方面

的关系，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

体性推进各项工作。

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要

把“千万工程”经验总结推广好、学

习运用好，把握蕴含其中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不断转化为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思路办法和具体成效。要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正确处理速度

和质量、发展和环保、发展和安全等重

大关系，加快实现农业生产、农村建

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自觉站

稳人民立场，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

举措，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加大改革力度，

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

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

务更多下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

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等改革

发展稳定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谋划实

施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不断破解矛

盾瓶颈，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人民日报》（2024年03月20

日 第09版）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