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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积累：联农带农机制

一、背景概述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

区各部门积极探索联农带农机制，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国近 400 万个家

庭农场、221.2 万家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民、连接市场、引领发展；107 万个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服

务小农户 9100 多万户；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稳定就业 1400 多万人，促进农民就业增收。2024 年，如

何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联农带农机制作为一种创新的农业发展模式，正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推广。这种模式的核心理念是

通过联合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农业产业链的优化和农民的增收。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

长王锋表示，将着力构建“联得紧、带得稳、收益久”的长效机制，坚持强化带动效益与提升带动能力

相结合，科学合理确定带动方式和受益程度，积极构建关系稳定、联结紧密、权责一致、利益共享、风

险可控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机制保

障。

二、答题素材

1.内容解读：

联农带农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手段之一。它强调通过农村产业链的延伸和农民组织的联合，

实现农村产业的协同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具体来说，联农带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农产品加工：通过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农产品加工可以包括粮食

加工、食品加工、饮料加工等，通过加工可以将农产品转化为具有更高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2）农村旅游：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农田景观等，发展农村旅游业。通过发展农村

旅游，可以吸引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农村生活，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3）农产品流通：通过建立农产品流通渠道，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农产品合

作社、农产品电商平台等，将农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农民收入。

（4）农村产业互联网化：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农村产业的互联网化升级。可以通过电商平台、

物联网技术等手段，将农产品与市场对接，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5）农业科技创新：通过农业科技的创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可以通过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增加农民收入。

（6）农民合作社：通过组织农民建立合作社，实现农民的集体经济效益最大化。农民合作社可以

提供农业生产资料、技术指导、销售渠道等支持，帮助农民提高产量和收入。

（7）农村金融服务：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服务，解决农民的融资问题。可以通过设立农村信用社、

农村合作银行等，为农民提供贷款、保险、理财等金融服务，帮助农民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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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措施：

推动“两个挂钩”强激励

扶持政策挂钩量化，将联农带农机制作为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前提条件，提出量化条件和方法，确

定企业享受政策的优惠度。龙头企业认定挂钩量化，将联农带农机制作为龙头企业认定的前提条件，加

大指标权重，形成联农多受益多、联农紧受益多、联农稳受益多的导向。

支持“两个方向”强联合

加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研究制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标准，指导各地聚焦主导产业，整合

全链条各个环节、各个主体，建设一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支持农民合作社兴办公司，研究制定农民合

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控股、参股兴办公司的参考标准，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

培育“两类主体”强衔接

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社，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引导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为农

户与企业架起联结的桥梁。培育社会化服务主体，聚焦生产的关键薄弱环节，推进先进生产技术、信息

技术等同社会化服务深度融合，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水平。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联农带农机制，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

连接市场、引领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工作一直是国家的重点关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我认为这一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步——意义：

其一，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助推乡村振兴……

其二，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

质量，增强了各地农业的竞争力……

其三，联农带农机制有利于地方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业产业链，充分发扬地方发展优势，打造地

方名片，连带促进旅游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

第三步——担忧分析：

首先，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不够紧密，农民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和收益分配份

额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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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部分地区的产业发展过于依赖单一经营主体，一旦出现经营风险，可能会形成连带影响……

第四步——过渡：

为了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不断优化联农带农机制，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发力：

第五步——对策：

第一，强激励。地方政府可以将联农带农机制作为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前提条件，将联农带农机制

作为龙头企业认定的前提条件，加大指标权重，以政策来鼓励企业重视联农带农机制……

第二，强联合。地方政府要加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支持农民合作社兴办公司，研究制定农民

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控股、参股兴办公司的参考标准，积极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加强联合的紧

密度……

第三，强衔接。可以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社，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引导家庭农

场组建农民合作社，为农户与企业架起联结的桥梁……

第六步——总结结尾：

联农带农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乡村振兴强化联农带农机制。我相信通过以上措施，联农带农机制能

够更加完善，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群众，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