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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

文章指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切实

抓好农业农村工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

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

成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 强国必先强农，

农强方能国强。 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

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

化就是不全面的。 必须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摆

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位置。 建设

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我们

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

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

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一是依靠自己力量端

牢饭碗； 二是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三

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四是赓续农耕文明；五

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文章指出，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 只有

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 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

权。农业强，首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必须强。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首要任务，关

键还是抓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 要坚决守住18

亿亩耕地红线，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

高标准农田，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

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要健全种粮农民

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要在

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 持续深化食物节约

各项行动。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 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粮食安全这一

“国之大者” 扛在肩头。

文章指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

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三农”工作重心已经

实现历史性转移，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

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 总的要求仍然是

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

兴” 。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

际工作的切入点。 要把“土特产” 这3个字琢磨

透，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全链

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

进产业振兴，必须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

务，要继续压紧压实责任，坚决防止出现整村整

乡返贫现象。 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

农” 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

文章指出， 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 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

关键靠改革。 必须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

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加

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跃升。 要紧盯世界农业

科技前沿，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农业科技创新要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农业科技工作要突出应用导向， 把论文写在大

地上。深化农村改革，必须继续把住处理好农民

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 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

享更多成果。 要扎实做好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

各项工作，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完善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要健全农村集体资产

监管体系，严格控制集体经营风险。要破除妨碍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率先

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村改革，必

须保持历史耐心，看准了再推，条件不成熟的不

要急于去动。 （下转A02版）

需求改善预期向好 前两月经济“开门稳”

●本报记者 连润

国家统计局3月15日发布数据显示，1-2

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 由降转

增；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5%。

“1-2月，伴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

经济循环加快畅通，生产需求明显改善，经济

运行企稳回升。 ”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

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 下阶段，要

加快政策落实落地，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

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

专家认为，伴随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经济

恢复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预计3月经济运行数

据将进一步改善，全年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

有望实现。

市场销售由降转增

“消费改善和回升是今年前两个月经济运

行的一大亮点。 ” 付凌晖说，1-2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由降转增，市场需

求活力回升。

接触型消费、服务消费回升明显。 付凌晖

分析，随着疫情对消费场景的限制消除，加上

今年1月正逢春节，居民出行旅游、文化娱乐消

费明显恢复。

商品零售多数改善。 1-2月，限额以上单位

18个商品类别中，有12类比上年12月回升，其中，

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

此外，实体店零售销售明显改善。 数据显

示，1-2月，限额以上实体店零售中，百货店零

售同比增长5.5%，明显好于去年。 与此同时，网

上零售保持稳定增长，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5.3%。

在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看来，消

费改善和回升，一方面是消费场景限制解除，包

括餐饮在内的各类线下消费迅速恢复； 另一方

面，地方发放消费券、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

放力度以及去年累计的超额储蓄部分转化为消

费，均对消费反弹形成较强支撑。 此外，商品房

销售面积同比降幅明显收窄， 带动住房消费降

幅收窄，对消费回升起到正向拉动作用。

“从后期走势看， 消费回升向好值得期

待。 ” 付凌晖说，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就业增加，

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会逐步增强；过去一

年疫情对消费的限制作用会逐步消除，有利于

释放消费潜力；政策持续发力，各部门已经在

筹划今年扩大需求方面相关政策，全年消费恢

复向好有很多有利条件。

王青预测，伴随汽车销售改善，3月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还将进一步加快，二季

度开始有望较快上行。 展望全年，部分补偿性

消费需求将涌现，加之去年基数偏低，全年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有望回升到8.0%左右。

企业预期明显改善

前两个月企业预期出现明显改善。 “从制

造业PMI来看，2月制造业PMI回升到52.6%，

达到近年来较高水平。 同时， 服务业PMI为

55.6%，达到近期高点，说明市场主体发展预期

改善。 ” 付凌晖说。

另外，从1、2月工业增加值来看，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中， 小微型企业1-2月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2.4%，快于大型企业。“这些情况都表明

企业活力、市场活力逐步增强，（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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