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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粒种”到“一条链”，从“卖原

字号”到“卖制成品”，从“卖产品”到“卖

风景”“卖体验”“卖文化”，从“扛锄头”

到“刷手机”，农业与二三产业高位嫁

接、交叉重组、跨界配置，带来农业产业

体 系 、生 产 体 系 、经 营 体 系 的 深 刻 变

革。近期，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加快

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乡村生态

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加速农业与二

三产业循环畅通，加快产业联结互促、

循环增值”。加速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繁荣，而且会在更深层次上，对整个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要素流动、产业集聚

乃至城乡融合产生积极影响。

早在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已发

布《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指导意见》，随后相关部门陆续出台

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

策文件，加大了对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政策保障、项目投入、试点示范、

金融支持。经过多年的努力，乡村富民

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效

益改善。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

2024 年，预计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18 万亿元；乡村休

闲旅游发展向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达 到 23119 元 ，比 上 年 实 际 增 长

6.3%。也要看到，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产业链条较短、农

业功能拓展不深、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

联结不畅等问题。持续探索农业与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提高融合层

次、提升融合水平、拓展融合空间，才能

更好地发挥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乘数效应。

由于各地农业产业基础和比较优

势不同，必须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

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模式，以引领农

业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对于已形成

规模化农业主导产业、产业融合基础较

好的地方而言，要利用生产端的规模效

应和集聚效应，吸引研发、加工、储运、

销售、服务等各环节主体加入产业链，

推进延链、补链、壮链、优链。“蔬菜之

乡”山东省寿光市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

表。寿光市以设施蔬菜产业为基，建设

“温室大棚、寿光制造”品牌，打造“设施

蔬菜产业硅谷”，形成了设施蔬菜全产

业链深度融合的局面。对于尚未实现

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地

方而言，则可以通过培育或引入农业产

业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领军企业带

动农业生产的“三品一标”建设，并向后

延伸产业链，以实现农业全产业链深度

融合。比如，柳州市柳南区以预包装螺

蛳粉生产企业为“链主”，一方面引领前

端“稻螺共生”“林下种菌”等生态种养

基地建设，一方面带动后端快递物流、

消费、服务等产业链各个环节发展，形

成了产业链长、链条完整、效益链强的

螺蛳粉产业。如今，“云养猪”“认养一

亩田”等新型消费业态逐渐成为引领潮

流的消费风尚。抓住数字消费、绿色消

费、健康消费、品质消费等消费新趋势，

探索农村电子商务、中央厨房、直供直

销、食物短链、会员配送、个性化定制、

农业众筹、认养等新型商业模式，从消

费端发力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正当时。

除了纵向延伸产业链，产业横向联

结互促也是加速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重要模式。产业横向联结互促

并不是农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服务等

产业的简单相加，而是相融相长、耦合

共生，形成更高效率、更高价值的新产

品新模式新业态的过程。这启示我们，

既要持续拓展农业生态涵养、休闲体验

和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提高农业对文

化、旅游、康养、服务等二三产业的适配

性，不断增强二三产业发展动能；也要

在农业中更多融入人文元素、艺术元

素、创新元素、时尚元素，为农业赋能，

让农业“潮起来”，不断增强农业的吸引

力、竞争力。从实践来看，在有效市场

与有为政府双轮驱动下，农业与二三产

业相互嵌入、转化、合成，催生休闲旅游

农业、分享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等

新模式新业态，形成农文旅康融合、农

食融合、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众多融合模

式，推动了产业循环增值。

当前，传感技术、信息技术、物联网

技术、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

变革性新技术蓬勃发展，且这些新技术

正在加速融合应用，这使得“无中生有”

“有中生新”“有中生优”“变废为宝”成

为可能，新技术渗透农业产业催生的新

产 业 新 模 式 新 业 态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涌

现。一个个数字化农业基地、数字农业

工厂、未来农场正在全国落地生根，这

意味着农业智能决策、绿色低碳转型开

启加速度。无人机植保、低空生鲜快

送、低空观光体验等新业态悄然崛起，

进一步拓展了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想象空间。当然，目前促进农业产

业与技术交互联动的应用场景还不够

丰富，新技术的引擎作用还不够突出。

为此，要为农业科技创新、新技术产业

化规模化应用创造更好的政策、社会、

市场环境，更大力度支持这些变革性新

技术与农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

链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作者：郭 珍，系东北农业大学教

授）

来源：光明日报

三产融合 让农业发展提速
郭珍

守住小事小节
宋朝军

临近春节，不少地方公

开通报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典型问题，有的是节

日期间易发多发的老问题，

也 有 的 是 隐 形 变 异 的 新 苗

头。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

规违纪行为，方能还节日以

宁静和正气。

清清爽爽过“廉节”，关

键 是 守 住 小 事 小 节 的 底

线 。 发 出 廉 洁 过 节 纪 律 提

醒，强化节日期间的廉政教

育，有助于党员干部时刻绷

紧纪律之弦，不在小事小节

上 放 任 自 流 。 针 对 收 送 电

子 红 包 、收 送 高 档 烟 酒 、组

织“ 豪 华 年 夜 饭 ”等 隐 形 变

异 问 题 ，开 展 监 督 检 查 ，能

持续净化节日风气，营造清

爽的节日氛围。

制 定 实 施 中 央 八 项 规

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

木 立 信 之 举 。 节 日 假 期 正

是 党 员 干 部 展 现 作 风 建 设

新 成 效 、赢 得 群 众 支 持 、促

进 事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契 机 。

筑牢廉洁过节底线，以有力

有效监督，督促广大党员干

部 树 立 风 清 气 正 的 价 值 导

向，必能不断密切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者为人民日报甘肃

分社记者）

警惕人情变味
郑智文

逢年过节，亲朋之间温馨

欢聚、互致问候，本是人之常

情。但拜年礼、跑人情、凑饭

局等问题，常常以“人之常情”

为外衣，滋长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以人情为马甲，有些人

甚至借机“拉关系”“找门路”，

为权钱交易铺路。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

为 表 里 、同 根 同 源 ，值 得 警

惕。从违纪违法案件来看，由

风及腐、风腐交织几乎成为共

同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

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

以‘ 同 治 ’铲 除 风 腐 共 性 根

源。”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锲

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

害”，坚持慎独、慎初、慎微、慎

友，党员干部才能维护好清正

廉洁的良好形象。

年 味 千 万 种 ，清 爽 不 可

缺。清爽的党风政风，对社风

民 风 具 有 重 要 引 领 带 动 作

用。追求清的境界、坚守清的

本色、弘扬清的风尚，我们必

能用清廉的品行营造清新的

年味，以作风建设更大成果助

力全社会过一个清清爽爽的

春节。

（作者为人民日报吉林分

社记者）

严防“四风”回潮
申智林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

关系党的执政基础。节假日是

“四风”问题易发多发的节点，

也是检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成

效的考点。

一手严查违规吃喝、违规

收送礼品礼金、违规旅游、违规

打牌和赌博、酒后驾车等重点

问题，一手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大力纠治节礼过度包装等现象

背后的享乐奢靡问题，不仅对

不正之风有震慑和抑制作用，

也能有效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纠“四风”、树新风，两项工

作都不可放松。湖南洞口县古

楼乡，以盛产古楼云雾茶闻名，

有的茶价格高达数千元一斤。

但多年来，乡里办公用茶一直

都 是 普 通 茶 叶 。 当 地 干 部 表

示，“平日里形成了‘清茶一杯’

的环境，节日里更易见清廉节

俭的乡风”。

定力和韧性，向来是成事

之基。既常抓不懈、持之以恒，

落实落细在日常；也集中力量、

有的放矢，“靶向治疗”除“病

灶”，一定能不断巩固拓展作风

建设成效，严防“四风”问题反弹

回潮。

（作者为人民日报湖南分

社记者）

来源：人民日报

守住“廉关”，过好“年关”

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

到了第三个年头，成效如何？

广东两会期间，两位政协委员

以一片叶子的故事分享身边积

极变化、梳理基层治理经验。

一片叶子何以撬动百亿

产业？陈维靖委员给出的答案

是，带动茶叶企业在深加工上

做文章，在延伸产业链上下功

夫，推进产品标准化、市场化、

品牌化。廖卫华委员用“绿色

显底蕴，山水见初心”“留量变

增量”“一起来，更精彩”三句

话，道出了“百千万工程”给清

远乡村带来的可喜变化。

自实施“百千万工程”以

来，不少地方“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打造特

色农业体系，形成差异化竞争。

当然，做好农特产品文章，并不

意味着只能卖农特产品，更重要

的是，扭转生产要素城乡单向流

动格局，实现双向流动。

比如，农业不仅具有经济

功能，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等

价值也有待挖掘。英德市推

进三产融合发展，探索以茶兴

旅、以旅促茶新路径，推动茶

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民居

变民宿、农民变主播，体现了

向全产业链要综合效益的理

念。连州市借助生态优势，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让青山绿水

皆可游、一年四季有惊喜，找

到了发展的好路子。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尤为重要。从

产业规划，到景区建设，再到

基 础 配 套 ，一 系 列 要 素 的 保

障，离不开“有形之手”的“牵

线搭台”、联农带农。特色优

势产业要继续做大做强，不断

开拓市场，同样离不开政府引

导。以茶产业为例，获得更高

附 加 值 ，关 键 是 做 好 品 牌 文

章，改变过去“重生产轻市场”

的观念。为此，有委员建议，

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广东茶产业品牌，推动地

域品牌价值的持续提升；同时

延伸广东茶产业链条，以创新

思维丰富产品供给。

产业是撬动城乡协调发

展的有形支点，“一盘棋”思维

也是做好产业文章的重要基

础。同样是针对茶产业，有委

员就提出，应强化茶产业链各

环 节 间 的 协 同 合 作 ，推 动 跨

市、跨县茶产业集群建设，同

时 加 强 区 域 间 的 优 势 互 补 。

从更微观的角度看，唯有“群

众 参 与 、共 建 共 享 ”，以 看 得

见、摸得着的变化，激发内生

动力，培育创新精神和经营意

识，形成“产业兴而人才聚”的

良性循环，产业发展才会更有

后劲。

期待更多“金点子”“良方

子”不断涌现，成为发展的“金

钥匙”，推动火热实践、展现万

千气象。

来源：人民日报

一片叶子何以撬动百亿产业
钟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