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中山路 13 号 (格尔木市融媒体中心) 邮编/816099 广告热线/0979-8496552 广告经营许可证/格工商广字 6328014000001 号 印刷/格尔木市印刷厂 零售/0.80 元

2024年2月8日 星期四

责编/版式 任化静聚 焦12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

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推广科技小

院模式，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专

家服务农业农村。“科技小院”一

词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在

河北省曲周县创建了全国第一

个 科 技 小 院 —— 白 寨 科 技 小

院。一个院落、几间平房、三两

学生，是科技小院的“标配”。

规模虽小，但发挥着服务“三

农”、振兴乡村的巨大作用。自

第一个科技小院诞生以来，这一

模式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

推广，成为农业科技创新和服务

的重要平台。 15 年来，我国科

技小院的数量已经数以千计，覆

盖了超 30 个省份。

科技小院已经成为推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力军。“我们

要把科技小院看成服务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一个模式。未来的

科技小院，不但要针对小农户，

针对传统生产技术的更新，还

要 与 现 代 产 业 、现 代 企 业 对

接。”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

龙说。

近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今后

一段时期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这份文件划出了哪些重点？有哪些关键词？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千万工

程”是重点和亮点。

“千万工程”全称为“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

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这其中有

何深意？

“千万工程”实施 20多年来，造就

浙江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万千农民群

众，创造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

经验和实践范例，其中的先进经验值

得各地学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

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指出，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其实就是要求各地学习其中

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

制，学习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方法论。

同时，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理

念时，各地还需注意不要机械地将某

个地方的乡村振兴模式作为“图纸”来

施工，而是要找准切口、因地制宜，将

地区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形成产业

兴、百姓富的良好局面。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人 4 日就文件精神进行解读

时说，“必须看到，我国各地农村情况千

差万别，自然条件、风土人情、发展水

平、工作基础各不相同。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

套、搞‘一刀切’。”中央农办负责人进

一步表示，归根结底要让广大农民在乡

村振兴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坚决反

对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把粮

食增产的重心放在大面积提高单产上，

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新

发展阶段，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也要注重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表

示，比如高标准农田已经有了一定的

存量，接下来在建设过程中既要重增

量、重视规模和速度，也要强调务实管

用，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发挥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所长魏后凯指出，近年来粮食工作一

直强调稳面积、提单产，在稳定粮食播

种面积的基础上，2023 年单产提高对

增产的贡献达到 58.7％，“我国耕地资

源有限，未来依靠增加粮食播种面积

带来的产量增量是有限的，但粮食各

品种在提升单产方面依然有较大潜

力。具体从哪些方面发力？文件讲得

也很清楚，就是‘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

机良法’。”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技术

的进步，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保障

14亿人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传统常

规育种大多依赖育种家经验，育种效

率低、精准度差、育种周期长。生物育

种基于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

学、计算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理论，依

赖先进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基础研

究密不可分，将成为支撑未来现代种

业长足发展的决定力量。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快推进种

业振兴行动，完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

作机制，加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加快选育推广生产急需的自主优

良品种。开展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

一体化试点。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扩

面提速。

2024年是我国种业振兴行动正式

开展的第四年，自从我国将种业确立

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后，种

业就驶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大体

上，我国的农作物育种技术经历了自

然选择、杂交育种、生物育种，未来极

有可能进入智能育种时代。中国农业

大学农学院教授姚颖垠认为，随着人

工智能、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学科

发展，育种进入由前沿科学技术引领

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育种 4.0时代。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

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生物技术

与信息技术结合，正推动育种向精准

化、高效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为“攥

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做出更大

贡献。

此次文件在强化农民增收

举措上，提到了实施农民增收促

进行动，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

农，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

等多方面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

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23 年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

21691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

步缩小到 2.39∶1。”中央农办负

责人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目

的就是巩固农民持续增收势头，

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指出，从文件

的具体措施来看，就是多措并

举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其中最

核心、最关键的举措是因地制宜

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强化产

业发展联农带农作用，让农民更

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这是关

系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

和财产性收入的综合性措施。

其次要鼓励支持农村创新创业，

通过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扩大农

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目前我国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还比

较低，大约只有不到 3％，因此要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

各类资源，实现资源变资本、变

财富，拓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的来源。

2023 年火爆“出圈”的“村

BA”、村超、村晚，被写入了今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坚持农民唱主

角，促进“村 BA”、村超、村晚等

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

在 2023 年 10 月，全国和美

乡村篮球大赛（“村 BA”）总决赛

成功举办，让全国篮球爱好者聚

集、聚焦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

台盘乡。场内，“草根”运动员为

家乡激情开打；场外，赛事热度

促销黔山贵水的“土特产”。体

育让乡村更精彩。如今，当农村

群众讨论最多的不是牌局赢多

少，而是比赛得几分时，乡村正

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不仅是属于村庄的狂

欢，更让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距离

更近了。”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

乡村振兴研究院、文法学院教授

鲁可荣表示，这些热词的产生，

也反映了大众对于乡村文体活

动的重视和关注，这是乡村“被

看见”的表现，也是乡村文体活

动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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