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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高度重视农业健康稳
定发展，科学应对疫情和各种自然灾
害，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深入实施，粮
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有力，
农业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冲击并快速恢
复增长，农经景气指数连续3个季度
回升。四季度，农经景气指数为
100.0，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农经预警
指数也回升至“绿灯区”，农业经济总
体上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农业发展
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将“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列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并提出明确的

要求，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道
路。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既
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也
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需要
从以下几点发力：

一是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安全。我国粮食产量自2015年连续6
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棉油糖肉等
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有力。但也要看
到，我国粮食整体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部分农产品如大豆等高度依赖进口，
在当前外部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
明显增多、国内自然风险和生物风险
加大的背景下，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安全仍不能掉以轻心。要多措
并举，从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升质
量等多方面形成合力，构建安全高效
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体系。一要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关键要素，严格
落实耕地保护制度。二要优化生产结
构，保障农产品的多样化供给。优化
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解决粮食
结构性短缺的问题，满足消费者更高
层次和多样化需求。三要坚持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增加优质绿
色产品的供给。

二是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
业是关乎民生稳定的基础产业，但同
时也面临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双重
风险。要强化绿色生态导向，创新完
善政策工具，健全新型农业支持保护
政策体系。首先要完善农产品价格形
成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推进收
储制度改革。其次要健全农业保险政
策。加强农业保险顶层设计，扩大农
业保险覆盖面，稳步扩大重要大宗农

产品保险覆盖面，提高小农户农业保
险投保率，推动农业保险“保价格、保
收入”。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
业保险市场，丰富和创新农业保险品
种，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三是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推动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是
简单做加法，而是要把现代产业发展理
念和组织方式引入农业，构建农业与二
产和三产交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
快推广“订单收购+分红”“农民入股+保
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
式，打造企业和农民合作共赢的紧密关
系，让农户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
运用现代理念和技术延伸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健康有序发
展，优化一二三产业间的要素资源组合
配置，实现三次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同步
升级、同步受益。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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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列为乡村振兴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