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1 日，2021 年中央一
号文件发布。这是 21 世纪以
来，中央连续发出的第 18 个聚
焦“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
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
村建设行动等方面，对 2021 年

“三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在开局“十四五”、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形势
下，这份指导 2021年乃至“十四
五”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文
件有何内涵及深意？新征程背
景下的“三农”工作，如何定位
与考量？当前“三农”工作核心
任务是什么？

保粮“压舱”

在 2月 22日国务院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
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近年来，
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的势头，粮食产量
连续 6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农民人均收入提前
一年实现比 2010 年翻一番目
标，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
新局的“压舱石”。2021年中央
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
为“两个决不能，两个开好局起
好步，一个全面加强”。

据唐仁健介绍，“两个决不
能”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决不能出问题、粮食安全决
不能出问题。“两个开好局起好
步”就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
化都要开好局、起好步。“一个
全面加强”就是加强党对“三
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供给保障能力”“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2021 年中央一号文
件专章部署了加快推进农业现
代化的相关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

“文件最亮眼的地方就是大大
增加了粮食安全的内容，出台
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与措施。这
些政策都是稳住农业基本盘，
守好‘三农’的基础。粮稳则天
下稳，粮食安全是真正的‘压舱
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表示，鉴
于我国的国情农情，农业现代
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业基础
地位是否稳固，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供应保障是否有力，农业
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是否优
化，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
否提升等问题，这也是“十四
五”期间我国农业发展的核心
工作。

巩固脱贫成果
设5年过渡期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国历史
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刚发

布的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
关注该问题，明确提出，对摆脱
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
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脱贫地区、脱贫群众虽然
已经实现脱贫，但发展基础和
自我发展能力仍然不强，仍处
于社会发展的‘锅底’，巩固成
果防止返贫任务仍然很重。”唐
仁健强调，要把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摆在首要位置，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在孔祥智看来，设置 5 年
过渡期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中
央的治理水平和对我国反贫困
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贫困地区
和贫困农户而言，即使按照国
家的标准脱贫后，仍然存在着
相对贫困问题。在脱贫攻坚阶
段没有被划入贫困户的边缘性
农户也值得关注。因此，中央
一号文件要求过渡期内保持现
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
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
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
渡，确保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
留空白。”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
中心博士冯丹萌分析认为，对
于脱贫地区而言，这 5 年过渡
期意义重大，且任务同样艰巨。

“一方面，必须清楚地认识
到 5 年过渡期的设立是脱贫攻
坚‘整装再发’的重要巩固期，
要牢牢建立防返贫安全线，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为乡村振兴
战略打好基础。另一层面，这
个过渡期也是脱贫地区寻找自
身产业发展潜力的关键时期。
脱贫地区要在过渡期重点关注
内生发展潜力，大力培养特色
产业，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做好
新阶段的发展布局和规划。”冯
丹萌说。

扩大农村消费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迫切需
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
济循环”。孔祥智分析认为，全
面促进农村消费具有重要意
义。

他说：“农村人口仍约占全
国总人口的 40%，提升农民的
消费水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
十分重要。目前，由于收入不
高、消费环境差、消费渠道少、
消费环节多，我国农民的消费
水平不足。因此，一号文件提
出要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
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
物流基础设施等，旨在改善农
村消费环境，减少消费环节，扩
大农村消费。”

郑风田对此持有相同看
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不仅仅
是农村的事，在某种程度上，它
也是通畅国家大战略双重循环
的重要组成部分。畅通城乡经
济循环，沿海与中西部循环是
未来我国发展的关键。把农村

建设好，可以释放巨大的发展
潜力，也可以解决目前越来越
高昂的城市发展成本。因此，
要通过产业转移、基础设施改
进来释放农村更大的发展潜
力。”

冯丹萌也表示，构建新发
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核心要
发展县域经济，打造农业全产
业链。因此，要依托乡村特色
优势资源、借助龙头企业、家庭
农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等主体带动，延伸产业链，增强
县域在农业产业链主体和特色
产业集群的承载厚度。同时通
过县域经济的打造推进新型城
镇化进程，填补城乡之间要素
发展水平的断层，构建城乡要
素流通的双向渠道。

在国务院新闻办 2月 22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唐仁健
表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既
立足当前，突出年度性、时效
性，部署好今年必须完成的任
务，是管今年的‘任务书’；也兼
顾长远，着眼‘十四五’开局，突
出战略性、方向性，明确‘十四
五’时期的工作思路和重点举
措，因此它也是管 5年的‘施工
图’。”

（来源：《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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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应变局、开新局 农业农村发展如何起好步？
陈锐海

干货满满！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哪些硬举措？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