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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热点：多措并举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习近平同志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要求聚焦重点产业，聚集资源要素，强化创新引领，突出

集群成链，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乡村产业

振兴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发展导向，切实走出一条符合实

际、科学有效的产业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当前，我国不少从事种植业的农户仍然是小农户。面对大市场，小农户生产规模小、发

展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弱。促进乡村产业振兴，需要解决好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问题。

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问题，关键是要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销售问题，解

决如何提高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问题，从而有效带动小农户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有效途径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

对接大市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有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与小农户

相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优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灵敏度更高。能够充分利用“互

联网+”的优势收集市场信息，快速反应，灵活组织生产，避免因盲目生产导致农产品价格

下跌、销售困难等问题。二是市场竞争力更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充分发挥规模化生产

优势，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也可以更好地借助电商等方式扩大销售、增加

收益。三是化解市场风险的手段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利用多样化、专业化、组织化

手段应对市场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风险。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方面应依据各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聚焦优

势特色产业，调整优化产业布局结构，重点扶持一批龙头企业，集中连片形成规模，打造大

型农业企业集团，使其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成为主力军。另一方面，应顺应部分非农企业向

“三农”领域转移的新趋势，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流

动，加快推动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发展，搞活农村市场。在实践中，应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完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小农户家庭经营与合作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等经

营形式共同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要将小农户作为重点

培训对象，帮助小农户发展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构建乡村产业品牌体系

很多乡村并不缺少优质农产品，但往往有品质无品牌或产品的品牌价值较低，缺乏市场

竞争力，只能获得有限的生产环节收益。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构建乡村产业品牌体系，

是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乡村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环节。当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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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抓好产业选择和培育。坚持因地制宜选择产业，彰显产业的比

较优势和地域特色，着力在“优、绿、特、强、新、实”六个字上做文章，形成产业竞争力。

二是抓好质量管控。质量管控是乡村产业品牌的生命线。要从产业链各环节加强质量管控，

健全绿色质量标准体系和可追溯体系，大力推进绿色生产、标准管控。引导各类农业经营主

体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推进标准化生产。加快建立农产品质量分级及产地准出、市场准入

机制。三是抓好品牌建设。品牌建设重点在于品牌认知与认同。在品牌认知方面，地方政府

应大力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创响一批“土字

号”特色产品品牌。在品牌认同方面，应坚持质量兴农，对农产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锁

定目标消费群体，培养消费者的品牌认同感和忠诚度。

激发乡村创新创业活力

近年来，各地依托乡村资源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休闲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

旅游等蓬勃发展，乡村创新创业日渐活跃。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乡村产业仍然过多依赖传统

要素投入，产业集中度较低，科技贡献率不高，优质绿色农产品特别是精细化中高端农产品

较少，乡村产业发展所需人才明显不足。

当前，应进一步激发乡村创新创业活力，特别是要深化改革，盘活、激活、放活乡村各

类资产资源，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是有效打通农村资源变资产的渠道，跨

界配置农业和现代产业要素，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态势。二是深入推进“互联网+”

现代农业，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农村电商，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三是推进政策集成、要素集聚、功能集合和企业集中，加

快建设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产品基地，形成多主体参与、多要素聚集、多业态发展、

多模式推进的融合格局。四是落实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引导农民工、大

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返乡入乡人员和“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创新

创业，培养一批创新创业带头人、优秀乡村企业家。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农民的主动参与是乡村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决不是企业“唱

独角戏”，也不是政府“包打天下”，而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农

民参与度。当前，要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

民更多参与并分享乡村产业振兴的收益。

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生产要实现效益最大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销售

初级产品阶段，而应在延长产业链上下功夫，并通过产业链形成利益联结机制。要统筹农产

品产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发展，建设一批专业村镇、精深加工基地和加工强县。同时，加

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产业发展创造更好条

件。

二是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户开展生产经营合作。在完善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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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形式，让农民稳定长期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扶持一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的

方式联结起来，实现抱团发展。

三是鼓励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加快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集体成员身份

确认，推动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加快推广“订单收购+分红”“农民入股+保底收益+

按股分红”“土地流转+优先雇用+社会保障”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让农户分享加工、销

售等环节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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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背景概述】

习近平同志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要求聚焦重点产业，聚集资源要素，强化创新引领，突出

集群成链，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乡村产业

振兴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发展导向，切实走出一条符合实

际、科学有效的产业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存在问题】

1.当前，我国不少从事种植业的农户仍然是小农户。面对大市场，小农户生产规模小、

发展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弱；

2.很多乡村并不缺少优质农产品，但往往有品质无品牌或产品的品牌价值较低，缺乏市

场竞争力，只能获得有限的生产环节收益；

3.目前乡村产业仍然过多依赖传统要素投入，产业集中度较低，科技贡献率不高，优质

绿色农产品特别是精细化中高端农产品较少，乡村产业发展所需人才明显不足。

【对策建议】

1.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方面应依据各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聚焦

优势特色产业，调整优化产业布局结构；另一方面，应顺应部分非农企业向“三农”领域转

移的新趋势，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

2.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构建乡村产业品牌体系。一是抓好产业选择和培育，二是

抓好质量管控，三是抓好品牌建设。

3.进一步激发乡村创新创业活力，特别是要深化改革，盘活、激活、放活乡村各类资产

资源，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是有效打通农村资源变资产的渠道，跨界配置

农业和现代产业要素，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态；二是深入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农村电商，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三是推进政策集成、要素集聚、

功能集合和企业集中。

4.要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参与

并分享乡村产业振兴的收益。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二是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与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户开展生产经营合作；三是鼓励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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