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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讲到建设现代农业时指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要以产业为基础。农业产业化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现了农业先进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符合农业发展的实际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潜江市委副书
记、市长龚定荣代表在接受本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大力打造
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明确提
出突出“一标一品一产业”，打造了
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脱贫攻坚的样板，对于促进农
产品产业升级、产品质量提升、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具有重大意义，是推
动乡村振兴、打造特色农业产业的
重要抓手。但是，由于地理标志农
产品产业化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产
业链和价值链延伸不够，影响了地
理标志农产品效益和作用的发挥。

为此，他建议一是做好政策引导
支持。从国家层面出台地理标志农
产品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发

展路径、扶持政策和保障措施，引导
鼓励支持地标农产品产业化发展。
重点选取一批基础好、带动好、效益
好、潜力大的地标农产品开展示范建
设，并对产业化项目给予政策和资金
支持。二是推动延伸产业链。完善
建立地标农产品“原种保护、良种繁
育、生态种养、品质控制、标准化生
产、精深加工、市场营销”为一体的全
产业链体系。重点加大地标农产品
龙头企业和专业组织的培育扶持力
度，做大精深加工产业，提升产品附
加值，延伸产业价值链。同时，通过
地标农产品的延伸开发，带动农业生
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餐饮、休闲、
旅游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综
合效益。三是强化服务配套建设。
完善地标农产品生产、研发、加工、销
售等环节的配套服务，加大对地标农
产品标准化种养基地和标准化工业
园区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行业标
准、信息服务、技术支撑、创新研发、
检验检测、电商销售、人才培养等立
体化服务体系，提高地标农产品标准
化、规范化发展水平。

同时，根据他的调研，随着我
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老龄
化、农村空心化、农业生产后继乏
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威胁国家
粮食安全。无论人口结构还是种
地意愿来看，农村“70”后从事耕作
的不多，“80”后、“90”后从事耕作
的几乎没有。而2020年我国粮食

累计进口粮食1.4亿吨、增长28%，
进口量和增幅创下近年新高。

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新冠
肺炎疫情持续的背景下，如何鼓励
多种地、种好地以保证中国人的饭
碗端在自己手里?

龚定荣代表建议：一是坚持以种
植大户为依托，提高规模化经营水
平。要大力推广适度规模化经营，鼓
励农民通过自愿土地流转的方式，化
“零”为“整”进行规模化种植，推动我
国粮食从一家一户生产向百亩、千亩
甚至万亩规模化经营转变，让种植大
户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主力军。二
是坚持以农业服务组织为依托，提
高托管化经营水平。要完善健全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探索推广
农业托管经营模式。可以鼓励不愿
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将粮食生
产中的耕、种、防、收等经营环节全
部或者部分委托给第三方农业服务
组织，进行统一管理经营。这样既
可以解决耕地流转后的“非粮化”
“非农化”问题，又可以解放农村劳
动力，还可以提高农民收益。三是
提高粮食主产区和国有农场无人化
经营水平。可以在我国粮食主产区
和国有农场等适合规模化、专业化
经营的地区，探索发展无人化生产，
建设无人化基地，从根本上使农业
生产摆脱对劳动力的依赖，同时利
用信息技术提升生产效率。

（本报两会记者：李涛郭敏）

全国人大代表、宝清县鑫淼食用菌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鞠秀芹针对农村土地
流转形式和经营主体单一等问题建议：一
要完善法规细则，规范土地流转管理。尽
快出台国家与地方相配套的土地流转法律
法规，为规范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适度农
业规模化经营发展提供法律依据。二要发
展中介组织，搭建流转服务平台。构建市、
县、乡、村四级联网管理服务机构，为土地
流转规模化经营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
等全程服务。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
场，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流转环境。三
要加大扶持力度，营造流转良好环境。通
过企业带动、能人领办等措施，培育壮大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四
要健全保障体系，解决农民后顾之忧。相
关部门应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工作，提高农
民生存技能。五要培养专业人才，保证流
转形成良性循环。大力培育高素质职业农
民、农业经理人。由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把流转的土地经营好。

2020年，农业农村部启动“农产品仓
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提出加
快从源头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一
公里”的问题，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
设仓储保鲜冷链设施；2021年“一号文
件”提出，“要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
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
产业园”。

就农产品源头分级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提出了
具体的建议：一是建议国家制定关于农
产品分级的强制性标准，发挥促进农产
品的源头分级的指导性作用。此外，还
要建立相对独立的网销分级标准，农产
品源头分级分类的标准；二是分级标准
要进入生产端，需要通过合作社、农业龙
头企业等，对小农户进行统合，推动农业
的标准化发展，创立一批涉农的现代企
业，还可以解决贫困地区的一部分就业
问题；三是建立地方政府、电商平台、科
研机构和行业的协同机制，打好“组合
拳”。建立源头分级标准，要结合市场
性、科学性、可执行性等多个维度。

全国人大代表，潜江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定荣：

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
和解决无人种地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宝清县鑫淼食用菌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鞠秀芹：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
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

聚焦“最初一公里”
切实推动农产品
源头分级

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董事局主
席杨国强就积极发展海外大农业、提
升农产品全产业链水平提出建议：

关于积极发展海外大农业方面，
杨国强委员表示，试点打造大规模的
无人化农场。随着我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深化，中国农业企业完全
有能力率先“走出去”，大力拓展国外
农业投资市场，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
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布局
“无人化农场”应用场景，广泛应用农
牧机器人、自动驾驶农机设备等新技
术，推进种源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将
成为占据全球农业发展制高点的重

要手段。为此，杨国强委员建议，支
持农业重点企业大力参与全球农业
投资开发，建立海外农业基地；试点
打造大规模的无人化农场，提高农业
生产力；加快推进种业研发应用，打
造我国“农业芯片。”

在提升农产品全产业链水平
方面，杨国强委员建议，推广“公
司+农户”模式促进产业发展。就
国内来看，乡村振兴重点是产业要
兴旺。近年来我国大量农村人口
进城务工，农村地区产业门类不
全、规模不大、品牌效益不强，再加
上缺乏城乡流通的桥梁，导致农产

品“出村进城”困难，农村产业发展
亟需加强引导和扶持。

而要帮助农村和农民走出困境，
需要政府联动企业等社会力量，帮助
农民稳定生产、提高产业质量效益、
打通城乡流通渠道，让农民、产业与
市场紧密衔接，从而实现一头助力乡
村产业经济发展，另一头助力城市居
民打造品质生活。对此，杨国强建
议，加强政府引导，推广“公司+农户”
模式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打通
农产品进城产业链，搭建城乡现代商
业桥梁；建设农产品溯源系统，建立
食品安全诚信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

推进农产品产业化
提升农业全产链水平

全面提升农产品全产业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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