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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记
者 陈二厚 王宇） 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 22 日至 23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14 年农业农
村工作，研究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
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全面部署明
年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和农村工
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次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开好这次会
议，做好明年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作重
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党中
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
国上下共同努力，粮食产量实现“十
一连增”，农民增收实现“十一连
快”，农村民生改善取得重大进展，
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为做好全局工作提供了支撑、
增添了底气。

会议强调，随着国内外环境条
件变化和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深
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农业持续稳定
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目前国
内主要农产品价格超过进口价格，
而生产成本在不断上升。农业生态
环境受损，耕地、淡水等资源紧张。
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
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断提

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
产率，实现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

会议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国家
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目前仍是突
出“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点难点仍然在农村。我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意义重
大。挖掘农民这个最大群体的消费
潜力，可以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
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落后，有巨大新增投资需求，用好这
个空间，可以更好发挥投资的关键
作用；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可以形成
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

会议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要
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
任务，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要创新机制、完善政策，努力
做好各项工作。一是大力发展农业
产业化。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
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依靠科技
支撑，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
转变，由单纯在耕地上想办法到面
向整个国土资源做文章，构建优势
区域布局和专业生产格局，加快推
进农牧结合。要把产业链、价值链
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二是积极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这是
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民
群众的自觉选择。要引导和规范土
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坚持以粮食和农业
为主，避免“非粮化”，坚决禁止耕地

“非农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方
式多种多样，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

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允许“探索、
探索、再探索”。只要符合国家法律
和政策，符合改革方向，农民群众欢
迎，不管什么形式，都要鼓励和支
持。三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农业。综合施策，减少农业投入品
过量使用，逐步退出超过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的生产，推进农业废弃物
转化利用，促进受损生态环境修复
治理，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严格保护
耕地和水资源。四是加大农业政策
和资金投入力度。不管财力多紧
张，都要确保农业投入只增不减。
要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创新农业投
融资机制，健全金融支农制度。五
是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健全国
际农业交流与合作制度，创新农业
对外合作方式。

会议要求，发挥好新型城镇化
对农业现代化的辐射带动作用。着
力解决好现有“三个 1 亿人”问题，
创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方式，引导
城市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流
动，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积极稳
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改善人居
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推动“物的新
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
进。继续向贫困宣战，促进区域开
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加快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步伐。

会议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和
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激发
农民的创造、创新、创业活力，形成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组织领导，
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增强
改革创新意识和法治思维，健全和
落实责任制度，切实加强农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造就一支过硬的“三
农”干部队伍，多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不断提升“三农”工作水平。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常态
下农业农村外部环境和自身内部发
生的重大变化，善于在变化中捕捉
机遇、逆境中创造条件，不断挖掘新
潜力、培育新优势、拓展新空间。要
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
的总要求，努力完成明年农村改革
发展各项任务。要积极推进结构调
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农
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深化
农村改革，完善顶层设计，抓好试点
试验，确保改有所进、改有所成。结
合新一轮村“两委”换届，选好用好
管好村“两委”带头人，不断增强农
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
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若 干 意 见（讨 论
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汪洋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
话。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
水利部、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办负责人作
大会交流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委员等出席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
市党委和政府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
负责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
军队及武警部队有关单位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是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中
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深
入分析了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现
实紧迫性，全面部署了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重大任务和具体举措，这对
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做好下一步

“三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今年

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农
民增收有望实现“十一连快”，农村
改革步伐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延续
良好势头，为经济社会稳中求进提
供了支撑、增添了底气。

但也要清醒看到，在当前经济
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主要农
产品国际国内价格倒挂，“黄箱”政
策接近上限，在两个“天花板”挤压
下农业增效、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
大；农业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约束趋
紧，在两道“紧箍咒”制约下保障农
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压力增
加；城乡要素加速流动，农村空心
化、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在城镇化
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任
务艰巨。难题倒逼改革。破解农业
现代化的瓶颈制约，必须主动适应
经济新常态，按照“稳粮增收、提质
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

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
代化。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
始终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新一轮
农村改革，着力破除的是城乡二元结
构体制，面对的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
用，创新体制机制，为实现农业现代
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深化农村
改革，要按照中央总体部署，完善顶
层设计，确保改有所进、改有所成，进
一步激发农村社会发展活力。值得
注意的是，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生产
力水平各不相同，农业现代化不能一
个模式“齐步走”，既要因地制宜，鼓
励创新，也要坚守底线，试点先行，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农民利
益，形成多路径、多形式、多层次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格局。

农业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涉及的改革方方面面，必须把
握方向，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新时
期，要在稳定粮食生产安全基础上，
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产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立足国情，积
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继续强农惠农，加大农业
政策和资金投入力度。科学谋划，
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一系
列改革创新，增强内生动力，形成加
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
相成，要全面增强城市对农村发展
辐射带动作用，推进城乡要素平等
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广大
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
代化建设成果。

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现代
化，离不开法治保障。农村是法治
建设相对薄弱领域，要加快完善农
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进城乡法
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处理“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
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
潜力也在农村。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关键之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持之以
恒强农业、富农村、惠农民，做到思想
不放松、政策不减弱、改革不停步，奋
力开创农业农村发展新局面。

（载12月24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本报记者 陈志农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由旧
城和新城组成，人们习惯称为“新
贝”和“旧贝”。

“新贝”的格局，是由一个个区
块组成，每个区块又分别以 1、2、3、
4⋯⋯命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70 号区块。因为这里有一个浙商
托起的市场，以至人们只要提起贝
尔格莱德 70 号，就会想起市场，想
起浙商。

据了解，目前在塞尔维亚的华
商约有六七千人，其中 95%以上是
浙商，浙商中青田人又占了绝大比
例。前不久，记者随浙江新闻代表
团访问塞尔维亚，亲身感受到浙江
商人在塞尔维亚所付出的努力，以
及他们在塞尔维亚树立的正面影响
力，塞尔维亚商会董事长米洛维奇
亲切地称他们为开拓中塞友谊的民
间大使。

两代人拓市场
走进贝尔格莱德 70 号，仿佛走

进了杭州的环北小商品市场，唯一
不同的是，这里的顾客大多数都是
塞尔维亚人。

据塞尔维亚华人华侨商业总会

副会长王君介绍，目前市场约有
500 个摊位，其中青田人经营的商
铺有 350 个左右。他们都雇佣了塞
尔维亚人卖商品，为当地至少解决
了 500 个就业岗位。更主要的是，
遍布塞尔维亚各地的大小商铺，都
从这里进货。最盛时，周边黑山、阿
尔巴尼亚等国的商人，也赶到这里
进货。

贝尔格莱德 70 号能如此声名
远扬，靠的是以青田人为主的浙商
敢于冒险，辛勤努力打造而成。

张杰，浙江青田人，在市场有 4
个铺位，被称为“百货大王”。他家
闯荡塞尔维亚的历史，就是青田人
闯荡塞尔维亚的缩影。

1984 年，张杰的父亲在闯荡欧
洲几国后，来到塞尔维亚。当时在
塞尔维亚的中国人还不到 100 人，
这些浙商就在当地的集市上摆地
摊，哪里有集市，他们就赶到哪里，
所以，那时赶集十分流行。直到
1992 年 70 号市场建立起来，他们才
有了固定摊位。

1999 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
然轰炸当时的南联盟，塞尔维亚的
经济遭受重创，许多商店商品卖断
货，老百姓生活困难。在这种情况
下，浙商积极从国内组织货源，为保

证塞尔维亚人民的生活，作出了积
极贡献，也为自己在当地的发展，打
下了良好基础。

新浙商谋转型
这几年，欧洲经济不景气，塞尔

维亚也是如此，老百姓购买力下降。
记者在市场中采访时，许多商户谈到
今年是生意最差的一年，有些人已打
算到南美、非洲等地去发展。

但在塞尔维亚南方商业协会会
长郭晓的眼里，塞尔维亚充满了商
机，只是浙商的经营方式要变。比
如，塞尔维亚是著名的黑土地，这里
没有污染，牛羊肉十分丰产，价格也
比国内便宜很多。如果能引进国
内，一定能受到中国消费者欢迎。
塞尔维亚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业基
地，目前许多工厂的生产能力空置，
适宜于发展来料加工业等。为此，
塞尔维亚南方商业协会经常举办讲
座，请塞尔维亚商会精通汉语的塞
尼亚女士向浙商介绍投资机会。

也有部分浙商开始摆脱地摊式
经营模式，走品牌化、商场化路子。
郭晓的弟弟郭勇已经打响了自己的
服装品牌，深受当地消费者欢迎，销
量逐年上升。来自丽水的陈镁夫妇
也打出了自己的品牌箱包。也有青

田华商在当地开起了大型连锁超
市，闯出了一条新路。

搞慈善不落后
近几年，在塞尔维亚的浙商积

极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在当地树立
了良好的形象。

今年5月，塞尔维亚遭遇特大洪
水，许多地方受灾严重。在塞浙商
立刻行动，参与救灾。当地第一批
救灾药品的钱就是由浙商赞助，第
一批食品、服装的钱也是浙商赞助。

洪灾过后，最缺的是日用品和
新鲜蔬菜水果，浙商发挥灵活机动
的优势，带上自家的鞋子、内衣内裤
等日用品，驱车深入乡村救济灾
民。他们还自掏腰包从市场购买新
鲜蔬菜和水果，送给当地灾民。市
场里的商贩看到浙商如此热情，也
深受感动，要求浙商多带一些蔬菜
去，以表达他们的心意。

2013 年底，塞尔维亚中塞文化
交流协会还与塞尔维亚总统夫人一
起，前往科索沃看望战争孤儿，并与
他们共度圣诞。最近，20 名浙商领
袖还与当地 20 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结成对子，负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在塞尔维亚树立了浙商和中国的良
好形象。

塞尔维亚访浙商

23日，“启蒙 传承 文
化再造之 Hello Kongzi 全
球公益巡展——台湾站”在
台北孔庙开展。140个Q版
孔子化身为问好、拂须、作
揖三种形象亮相。图为一
位女士与 Q 版孔子雕塑合
影。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Q版孔子
亮相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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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让服务性新闻突围而出/陈樱之

新闻+服务，变听众为用户/秦晓峰

走进观众的“朋友圈”/毛晓慧

聚焦聚焦 / FOCUS/ FOCUS
镇小声音大，且听各界大佬说些啥/章瑞华 杨欣如

互联网时代，我们重新生长/姚瑶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外媒报道分析/李茸 李回雄

论坛论坛 / FORUM/ FORUM
做好口碑，集聚用户/万笑影

分享实践快乐 探索前行路径/占悦 万笑影 王加红

观点观点 / VIEWPOINT/ VIEWPOINT
论消费社会对报纸内容生产的冲击及其对策/金君俐

以“慢传播”寻求新闻传播最优化/杨子平

信息信息 /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一起开创大场面——浙江新闻APP
融合融合 / CONVERGENCE/ CONVERGENCE
媒体融合助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转型/邬建红

摄影摄影 / PHOTOGRAPHY/ PHOTOGRAPHY
年轻摄影记者的“职业软肋”/杨晓东

摄影记者的真实现状与出路/李震宇

经营经营 / BUSINESS/ BUSINESS
基于战略成本的传统纸媒企业财务管理探析/张玉宇

探索探索 / EXPLORE/ EXPLORE
活动策划：如何实现报纸“两个效益”双赢/金小林

实践实践 / PRACTICE/ PRACTICE
典型人物报道：因故事而生动，因细节而生辉/朱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