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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积累：大农业观

一、背景概述

近期，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树立大农

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

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大农业观超

越了单纯的耕地生产和一产的范畴，要求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种养加一体、产加供销贯通、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旨在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大农业观体现了大粮食思维和大食物观，即不仅要关注

粮食、蔬菜、水果等作物的种植，也要关注畜牧业、林业、渔业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还要关注农产品

加工、流通、销售等其他环节，通过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在确保大宗粮食作物安全供给的基础上，

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推动传统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转变。

二、答题素材

1.内容解读：

“大农业观”是党在领导新时代“三农”工作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其主要内容可以用四个

“整体性”来概括：

（1）大农业观强调农业产业领域的整体性。与仅指种植业生产的狭义农业相比，大农业不仅包括

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生产，也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科技研发与转化、良种繁育与推广、农

资供应与流通、农机制造与销售，以及农产品储藏、加工、流通、营销等，还包括新兴的生态、文旅、

康养产业等。大农业观将与农业全产业链密切相关的上下游产业视为整体性的大农业产业体系。

（2）大农业观强调农业资源的整体性。与过重依赖有限耕地的传统农业观相比，大农业观还将 40

多亿亩林地、近 40 亿亩草地、大量的江河湖海等在内的全部国土空间，均视为农业发展的宝贵资源。

大农业通过开发大资源，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和蛋白，满足人们对大食物的需求。

（3）大农业观强调农业功能的整体性。农业既具有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功能，也具有生

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传承以及稳定农民就业、实现农民富裕的功能，还具有国家安全保障、现代化

强国建设的基础支撑功能。农业的多维度功能相互联系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4）大农业观强调农业发展方式的整体性。农业发展必须摒弃竭泽而渔、焚薮而田、大水大肥、

大拆大建的老路子，坚定不移地转变发展方式，坚持生产生活生态并重、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科技驱动

与政策驱动并重、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并重，保持发展方式、发展举措取向的一致性。

2.原因分析：

传统农业观难以为继是提出大农业观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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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前，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成功解决了粮食和畜产品供给严重短

缺的问题。但在传统农业观下，我国农业发展也出现诸多弊端：拼资源消耗、拼生产资料投入的粗放经

营，导致耕地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加剧，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可持续发展状况恶化。产业规模小，布

局散，链条短，品种、品质、品牌水平较低，产业产品竞争力不足。过度依赖有限的耕地资源，林草地

和江河湖海等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显不足。农业传统功能较窄，新功能开发不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对农业发展提出新要求

居民由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膳食结构更多偏向增加蔬菜、水果和动物源性产品。物质生活越丰富，

人民群众越喜欢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越有条件进行休闲旅游和文化寻根。在资源承载力已逼近极限的

国情下，人民群众对优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是农业发展的巨大挑战，同时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精

神需求以及生活方式变迁又蕴藏着农业发展的巨大机遇。

现代科技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巨大成就，一大批现代先进技术在农业领域中推广应用，既推

动了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又带动了一大批新产业兴起。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在交通运输

和信息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力支撑。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期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强调“要

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其中提到的大农业观超越

了单纯的耕地生产和一产的范畴，要求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种养加一体、产加供销贯

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旨在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观点哲理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农业现代化发展和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国家的重点关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立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我认为这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第二步——意义：

其一，树立大农业观，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

其二，树立大农业观，有利于现代农业体系建设，为建设农业强国不断提供动能……

其三，树立大农业观，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我国传统的农业观出现诸多弊端，难以为继……

其次，居民对粮食的需求由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对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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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一大批现代先进技术在农业领域中推广应用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大农业观的形成提供了技术

支撑……

第四步——过渡：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更好地树立大农业观、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我

们还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第五步——对策：

第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一方面要确保粮食安全，在此前提下，丰富食物品种结构以满足人

们粮食需求，合理利用耕地、林地等多种农业资源，构建高质高效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另一方面要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第二，优化现代农业区域布局。各地政府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合理确定农业发展定位，通过提高农产品品质、建立品牌

形象、加强质量监管等途径强化地区特色农业品牌建设……

第三，培育现代化农业骨干人才。大农业观是立足农业发展全局，综合性强的农业观，对农业人才

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加强农业产业人才培养，从单一型农业产业人才转向复合型产业人才发

展，培训内容向全产业链延伸，不断加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高素质农民培训……

第六步——总结结尾：

大农业观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科学理念，它为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并落实这一理念，加强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推动我国农业向更加全面、协调、可持

续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