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
之力推动乡村振兴》这篇重要文章中，
总书记针对乡村产业发展的特点、难
点和痛点，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要求。

从全国面上看，乡村产业发展还
处于初级阶段，主要问题是规模小、布
局散、链条短，品种、品质、品牌水平都
还比较低，一些地方产业同质化比较
突出。总书记指出：

要适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顺应
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拓
展乡村多种功能，向广度深度进军，推
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发展乡村产业，不像过去就是种
几亩地、养几头猪，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有条件的要通过全产业链拓展产
业增值增效空间，创造更多就业增收
机会。

要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优化
产业布局，推动农村由卖原字号向卖
制成品转变，把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县
域。

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
验、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
态，既要有速度，更要高质量，实现健
康可持续。

发展乡村产业要让农民有活干、

有钱赚。很多地方农业产业升级过程
中，往往规模越来越大、用工越来越
少、农户参与程度越来越低，总书记指
出：

这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但
是，我们要把握好度，不能忘了农民这
一头，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尽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

要形成企业和农户产业链上优势
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农户能干的尽
量让农户干，企业干自己擅长的事，让
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要把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作为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以县为单位

开展创建，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格局。

针对“发展乡村产业还有很多政
策堵点和痛点，最突出的是用地难、贷
款难”这一问题，总书记指出：

乡村建设用地需要给一些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更要靠内部挖潜。

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多渠道
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推动农村金融
机构回归本源。

一些地方搞的特色农产品保险，
受到农民欢迎，这是个方向，要总结经
验、加快推广。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任
务、系统工程，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体
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
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

强化乡村振兴责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当务之急是制定乡村
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部门推进乡村振兴责任，细
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推动建
立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推进的乡
村振兴责任体系。

发挥好督查考核指挥棒作用，组
织开展省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完善市
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制度。

借鉴脱贫攻坚经验，从责任落实、

组织推动、社会动员、要素保障、考核
评价、工作报告、监督检查等方面，推
动健全一揽子乡村振兴的推进机制。

理顺乡村振兴工作机制

新时代抓“三农”工作就是抓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现阶段两者的内涵、外
延基本是一致的，不能机械分开，搞成

“两张皮”。
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要发

挥农村工作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等作
用，一体承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议事协调职责。

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下，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乡村振
兴部门拧成一股绳，从不同层面、不同
角度、不同分工共同予以推进，进一步
完善工作协同运行机制，真正形成合
力。

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

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形势更加
复杂，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
战。要加强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学习培训，
增强“三农”工作本领，真正做到政治
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

增强系统观念、底线思维、风险意
识，善于解决工作中面临的两难甚至
多难问题，在多重选择中寻求最优解、
多元目标中达成公约数、多方推进中
找到平衡点，防止顾此失彼、“按下葫
芦浮起瓢”。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坚
决反对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在
工作理念上，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
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充分

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农
民应该干的要尽量交给农民干，政府
重点做农民干不了、干不好的事。在
工作方法上，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
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保持历史耐
心，目标和标准不要脱离实际定得太
高，把握好工作的时度效，宁可慢一
点，也要稳一点、准一点、好一点，真正
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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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习近平总书记“把脉”乡村产业

三个方面，健全乡村振兴推进体制机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只有产业兴旺了，农民才能有好的就业、

高的收入，农村才有生机和活力，乡村振兴才
有强大的物质基础。

2022年第7期《求是》杂志刊发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推动乡村振兴》。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
对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提出了重要要求。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发展

乡村产业，强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
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要“紧紧围绕发
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
兴旺”。

在全国各地考察调研时，总书记
多次点赞乡村产业，为特色产业谋思
路，为农民致富找门路，为乡村振兴找
出路。

2020年4月，陕西。
在秦岭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习

近平总书记了解木耳品种和种植流
程，询问木耳价格、销路和村民收入

等，夸奖他们把小木耳办成了大产
业。总书记指出：

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
在持续稳定。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
抗风险能力，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
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2020年5月，山西。
在大同市云州区有机黄花标准化

种植基地，习近平总书记步入田间，察
看黄花长势，了解黄花的田间管理、市
场价格、产品销路等。总书记指出：

乡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如
何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
续增收致富。希望把黄花产业保护
好、发展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国知

名品牌，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
花”。

2021年3月，福建。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夷山燕子窠

生态茶园，察看春茶长势，了解当地茶
产业发展情况。总书记强调：

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
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
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在沙县夏茂镇俞邦村，总书记详
细了解沙县小吃发展现状和前景并指
出：

沙县人走南闯北，把沙县小吃打
造成了富民特色产业。乡村要振兴，

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要抓
住机遇、开阔眼界，适应市场需求，继
续探索创新，在创造美好生活新征程
上再领风骚。

2021年4月，广西。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才湾镇毛竹山

村的葡萄种植园，察看葡萄长势，详细
询问葡萄产量、品质、销路、价格等情
况。总书记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
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
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
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
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
收益。

点赞乡村产业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

大力发展休
闲观光农业，不
断提升农业发展
质量和效益，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注入新动能。
图为 2022 年 3
月 6日，游客在
河南省商丘市夏
邑县龙港湾智慧
农业园空中草莓
馆参观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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