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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是

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

抓手。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乡村

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

均把“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摆在突

出位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

就如何促进农民增收作出重要部

署，提出要“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

持制度”。

因地制宜，特色农业托起农

民家底。以“中国大樱桃第一

镇”山东烟台张格庄镇下属某行

政村为例，依托当地有利气候及

土壤条件，该村自 20 世纪 80 年

代初便开始种植大樱桃。截至

2024 年，全村共种植大樱桃 400

亩，“家家都有樱桃树”，涵盖红

灯、美早、水晶、先锋、砂蜜豆、

佳红等品类。在果品经济效益

与市场需求驱动下，大樱桃近年

来“乘势而上”，取代传统优势果

种“烟台苹果”，成为该村农户的

主要收入来源。在劳动时间饱

和的前提下，近两年，村中 80 岁

以下非高龄农户设施栽植和露

天栽植大樱桃亩均毛收入分别

可达 6 万元和 2 万元，亩均纯收

入则分别约为 5 万元和 1.65 万

元，而 2023 年烟台市苹果亩均

纯收入仅为 0.84 万元。按照 4

亩土地承包量计算，设施栽植农

户年均纯收入约为 20 万元；在

年均纯收入保持相对稳定的情

况下，约 4 年可覆盖前期投入的

购置树苗和建设大棚相关设施

材料成本。

为支持特色产业发展，近年

来，市、区、镇级人民政府推出多

项农业产业发展激励政策，包括

补助设施栽培和防霜遮雨棚建

设、免费发放优新木苗、开展“大

樱桃+食用菌”双产驱动试点

等。同时，村“两委”通过修路、

增建扬水站、补贴农业生产用水

费 用 等 措 施 竭 力 便 利 农 民 生

产。得益于土径“变身”水泥路、

专家授课走进村、电商助力线上

售、物流保鲜再升级，当地大樱

桃“走出”乡村，销往北京、上海、

深圳、济南等全国各地。为继续

深耕产业优势，做好“特”字文

章，当地政府将进一步聚焦科技

支撑、加大数据赋能、强化品牌

质量、整合产业链条，为农民持

续增收“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研究院）

文/董亚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长效机制”。黄土高原乡

村地表千沟万壑、产业基础薄弱、

植被覆盖较低、生态治理较难，是

全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任务最重

的区域之一，也是最能彰显“千万

工程”实践伟力的区域之一。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的重中之重。甘肃

省会宁县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是典型的“靠天吃饭”农业县。

在“千万工程”启示下，会宁县

通过创新举措确保粮食安全。会

宁县太平镇通过农户自种、亲友

代种、合作社流转耕种和村“两

委”托底统种的“3+1”模式有效盘

活长期闲置土地资源。以太平镇

牛家坪村为例，通过由村集体统

种长期在外人员、无劳动能力人

员耕地，2024 年耕种 580 亩，既实

现了村内耕地“无撂荒”，又收成

了 10000 斤甜荞麦、7000 斤苦荞

麦、51000斤洋麦。

走进会宁大地，令人印象最为

深刻的是，无论示范村还是整治

村，整体的软硬件设施都有了长

足进步。

太平镇干部介绍，针对种植规

模小、流通渠道效率低等问题，太

平镇在青江驿村、大山顶村谋划

成立了由村集体经济入股的农机

服务中心、农资服务中心、农运服

务中心，一方面以成本价为本村

种地农民服务，另一方面以社会

化服务模式对外村进行服务，所

有收入用来壮大村集体经济，实

现了“地活起来、人富起来”的显

著成效。

在构建多元化种植格局破解

“谷贱伤农”难题的实践中，会宁县

新庄镇依托“引黄上塬”水利工程，

大力发展旱塬山区高效节水农业，

集中资源建设新庄镇现代寒旱农

业生态产业园，其中建设 6000 亩

马铃薯高效节水种植示范基地一

处，建设 8000 亩高效节水玉米基

地一处，建设 3000 亩高效节水优

质粮谷种植基地一处。同时，针对

主要作物设定单产提升目标并实

施补贴政策，激励农户增产。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是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关键之举。

会宁县拥有“中国小杂粮之乡”等

众多“金字招牌”，在“千万工程”

启示下，因地制宜探索绿色农业

产业模式。走进位于大山川的甘

肃蒲岳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通过发展集种植、加工、销售、产

业帮扶于一体的“大山川蒲公英

茶”特色产业，公司 2024 年产值

1000 多万元，提供务工岗位 500 多

人次，农户每亩增收 3000 元左右，

让昔日田地里摇曳的小小蒲公英

变成了村民的“致富花”。

结合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会宁县将学习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做法，在强经济、

增收入方面，攥紧农民“粮袋子”，

鼓足农民“钱袋子”，丰盈集体“金

袋子”。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

文明研究所）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推广“千万工程”经验

乡村振兴·社科青年春节返乡调研

特色农业助力农民增收

编者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

乡村振兴，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

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025年农历蛇年春节假期期间，去乡村赏美景、买好物、品美食的消费需求持续升温。令人直

观感受到，在政策、资金、文化、科技等多因素共同赋能下，越来越多的美丽乡村脱颖而出。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组织开展“社科青年春节返乡调研”活动，通过春节返乡调研，社科青年学者们

在实践中捕捉乡村变迁的动态样本，关注粮食安全、县域经济、乡村电商、

农民创业等主题，将个人研究同国家战略、社会需求、人民期盼紧密

结合，切实担负起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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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阳镇

随 着 乡 村 振 兴 的 全 面 推

进，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逐渐

下沉县域基层，在县域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持续增长的大趋势

下，一批新型数字农 民 广 泛 涉

入数字平台，“直播经济”“网

红 经 济 ”正 在 成 为 农 村 经 济

的 新 业 态 与 新 模 式 ，成 为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生 力 军 。

借 助 数 字 直 播 平 台 开 展 农 村

直 播电商创新创业活动，为农

产 品 销 售 开 辟 新 模 式 和 新 渠

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

“活水”。

作为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

融 合 发 展 的 一 种 新 型 经 济 模

式，县域直播带货生态圈已经

初步形成了数字农户、直播网

红 、乡 镇 企 业 家 、农 村 农 产 品

供应商与服务商以及政府等多

元主体参与的直播带货生态，

并 主 要 形 成 了“ 县 长（县 域 主

要政府官员）+直播带货”“乡

镇企业家+农村电商企业+直

播带货”“农户主播+短视频+

直播带货”三类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的典型模式。

湖 南 省 隆 回 县 是 全 国 金

银 花 之 乡 ，2020 年 ，时 任 县 委

书 记 与 县 域 乡 贤 、产 业 带 头

人 、采 购 商 一 起 ，为 隆 回 优 质

农产品代言，向全国网友展现

隆 回 独 具 特 色 的 物 产 和 独 特

的 花 瑶 少 数 民 族 地 域 风 情 。

隆 回“ 硒 世 珍 品 ”在 短 时 间 内

获得大量青睐，订单从全国各

地汇集，流量不断上升。

“多亏直播带货帮我们把

销 路 打 开 了 ，明 年 打 算 多 种

点 。”当 地 农 民 高 兴 得 合 不 拢

嘴。县政府官员直播介绍当地

美景、美食和高山少数民族文

化风情，直接推动了粉丝要来

一次“隆回游”，带动了县域餐

饮服务和旅游业的发展。

随 着 电 商 产 业 链 的 不 断

延 伸 ，直 播 电 商 平 台 、物 流 配

送、客服服务等岗位需求不断

增加，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多

样 化 的 就 业 选 择 。 依 托 直 播

和短视频带货，涌现了一批批

农村达人，让农民有了更广阔

的发展机会。

农户是乡村全面振兴过程

中的关键主体，近年来农民当

“ 主 播 ”已 经 成 为 直 播 助 农 的

新 模 式 与 新 业 态 。 借 助 于 短

视频平台下沉趋势，农民在具

备一定数字知识后，可以主动

接入相关短视频电商平台，围

绕 农 业 耕 作 、农 村 美 景 、乡 风

习俗、传统技艺和生活经历开

展短视频创作，记录农民真实

的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活瞬间，

定 期 或 者 不 定 期 围 绕 农 村 农

产品或者自家农产品开展“直

播带货”。

在湖南省隆回县元古村，农

户主播魏先雄从打工人回乡创业

变身百万级粉丝的大网红播客，

通过将 70 岁农民父亲成功打造

成“古代大侠”，开展一系列农村

短视频创作，展示乡村的美丽风

景、传统文化和特色美食，将家乡

的百合、金银花、腊肉、猪血丸子

等特色产品供应链整合，推向更

广阔市场。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

县域“直播电商”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活水”

微工厂助力乡村振兴
文/朱琳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

中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脱贫

攻坚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经

过近 10 年矢志不渝的奋斗，全国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

困村全部出列，创造了世界防贫反

贫史的奇迹。作为城市与乡村接

合部，县域经济是“脱贫攻坚”“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

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的河北省魏县为例，其在脱贫攻坚

中，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势利导，

以创建“帮扶微工厂”为载体，深化

产业就业帮扶，以产业振兴带动乡

村振兴，成功走出一条企业增效、

集体创收、群众脱贫、产业发展“一

举四得”的产业化扶贫路子。

“帮扶微工厂”起初是由部分

返乡人员利用原先在外打工建立

的人脉关系、资源以及场地，从事

箱包、服装、毛绒玩具等来料代加

工家庭作坊式生产，按订单加工，

赚取加工费。魏县因势利导，出

台政策，鼓励在外的经营能人回

乡创办半劳动力就业的微工厂，吸

引众多贫困“半劳力”就业脱贫，

把产业发展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主攻方向，变“人口压力”为“资

源优势”。

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思路，魏

县组建县级家庭手工业协会，为有

意创建“帮扶微工厂”人士提供市

场信息、项目推荐、政策咨询、技能

培训等方面帮助和服务。采取“先

试点、后推开”路径，选择发展基础

较好的沙口集乡先行先试，利用招

商引资信息库，与魏县籍在外从事

箱包、服装等加工企业成功人士积

极联系，争取他们在有条件的村设

立“帮扶微工厂”。

随着“帮扶微工厂”产品附加

值的提升，魏县实现了从国家重点

扶贫工作县到国家脱贫示范县的

跨越，由“输血式”发展转变为“造

血式”发展。据统计，魏县全县地

区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174亿元提

高到 2022 年的 223.1 亿元，农村人

均收入从2017年的12412元提高到

2022 年的 21041 元，超过河北省农

村人均收入水平。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魏县还依托非遗资源，激励非遗传

承人带领村里留守妇女学艺增收，

探索出“非遗+微工厂”带动就业增

收新路径。

魏县沙口集乡李家口村 70 多

岁的土纺土织非遗保护企业郭家

坊创始人郭焕友，通过技术指导和

培训，把建档立卡已脱贫户吸纳到

公司中来，指导农村留守妇女共同

织布挣钱，带动魏县及周边多县30

多个村庄 400 余人加入郭家坊，年

加工产品数万套件，留守妇女人均

年收入达7000元以上。

“帮扶微工厂”作为传承魏县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创新平台，

通过产品的生产和市场传播，将魏

县的非遗文化推向国内外，为乡村

振兴注入文化的力量和魅力。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