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报 刊 文 萃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2023年第6期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

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针对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

部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

略高度，对“三农”工作以及推动乡村振兴作出一系

列重要论述，强调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

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

系统回答了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阐明了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明

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和

制度保障。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

重要内容。

党的二十大在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宏伟蓝图时，对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未

来一段时间“三农”工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

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

强国。这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出的战略部署。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科学谋划和

推进“三农”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上，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战略举措

城乡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一般来说，

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功能、

地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动态变化。根据国家工业

化、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调整

工农城乡关系，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

无法回避的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构建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的战略举措，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发展战略

和政策制定较为得当，工农城乡关系处理比较到位，

形成了工业和农业互促共进、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

良好局面，有效推动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的国

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发展跟不

上，农村发展跟不上，农产品供应不足，不能有效吸

纳农村劳动力，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乡村

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甚

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以

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研判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提出“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

合发展之路”“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

的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我们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农业基础地位得到显著加强，农

村社会事业得到明显改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

调整取得重大进展。经过几十年努力，我们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也

是新时代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大举措。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正确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不仅在理论上作出新概

括，而且在实践上有了新进展。在理论深化上，提出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

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

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

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

律”，明确“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

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指明了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科学路径。在制度

建设上，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推动城乡在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安全标准、

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协同发展，促

进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

合理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

距。在实践推进上，着眼于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

以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现代化建设

郝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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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树立城乡一盘棋理念，把

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

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

部署”“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

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

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大力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推动农业现代化。基础不牢，大厦不稳。农业

是基础，无论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多高，14亿多人口的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始终是头等大事。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需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提高农业支持

保护效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对此，要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积极践行大食物

观，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稳定性，构建更高质量的稳产保供体系，切实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要加快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科技装备全领

域突破，强化农机装备薄弱环节研发，不断提升农业

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立足小农数量众多

的基本农情，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坚持统分结合，广

泛开展面向小农的社会化服务，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全面提

升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

水平；要依托优势特色产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

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促

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推动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

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

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农业因人类定居而兴，村落因

农事活动而聚，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

也是广大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故土。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的目标，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提高乡村基础

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推

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农业生产、

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推进农村“物”的现代化。要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统筹

推动乡村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加强法治

教育，推进移风易俗，提高农民科学素养，推进农村

“人”的现代化。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切

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

又稳定有序；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围

绕让农民得到更好的组织引领、社会服务、民主参

与，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用好现代

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实践路径上，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

现代化，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解决短板弱项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农业

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

大，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

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

比较突出。现在，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短板。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会主

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现存短

板弱项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

抓好，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我们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向全世界展现了我们党领导亿

万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同时要看到，一些地方脱贫

基础还比较弱，脱贫地区防止返贫的任务还很重；脱

贫地区产业普遍搞起来了，但技术、资金、人才、市

场等支撑还不强；部分脱贫群众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返贫风险依然较高。对此，要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

强监测、及早干预，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确保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过程中持续巩固和拓展已经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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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促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

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必须坚持因地制

宜、循序渐进，着力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缩小。要增加农业收入，加快农业产业化，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

值；要增加非农收入，支持农民创新创业，加快乡村

经济多元化发展，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要增加

农民财产性收入，盘活农村资产；要保障农民转移性

收入，保持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加

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振兴乡村，不能就

乡村论乡村，还是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牢牢

抓住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的窗口期，切实发力。一是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建

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加快城

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

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二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强化常

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加快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三是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

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

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

综合服务能力。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

兴，乡村必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加强顶层设

计，坚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多做打基础、利长远

的事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

础。

（作者系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摘自：经济日报 2023-09-27 04版）

20230601　飞防喷雾助剂和喷雾模式对无人飞机

在榆树冠层的雾滴沉积和蚜虫防效的影响 / /DOI：

10.25165/j.ijabe.20231602.7424

为明确无人飞机喷雾在榆树冠层的雾滴分布

情况，使用大疆T30无人飞机常规喷洒模式和枝向

对靶全自主果树作业模式进行榆树蚜虫防治喷雾，

探究了6种喷雾助剂对榆树冠层雾滴沉积与防治效

果的影响。通过分析两种喷雾模式下雾滴密度、

沉积量，计算获得雾滴均匀性、沉积穿透性、雾

滴穿透性，进一步比较了蚜虫防效间的差异。结

果表明：枝向对靶全自主果树作业模式下，不添

加助剂时，榆树上部冠层的雾滴密度增加79.7%-

100.7%，下部冠层增加0%-394.1%；上部冠层的

沉积量增加65.7%-179.3%，下部冠层的沉积量增

加 0%-152.8%。添加助剂后，榆树上部冠层的雾

滴密度增加 49.7%-56.1%（杰效丰），下部冠层

增加138.2%-177.8%（杰效丰）、45.8%-141.3%

（倍达通）、45.5%-92.9%（功倍）、0-93.5%

（迈丝）、0-95.2%（满牛）；上部冠层的沉积

量增加888.1-1154.2%（杰效丰）、0-1298.3%

（满牛）、 0-343.9%（倍达通）、0-422.5%（功

倍）、0-580.3%（迈丝）。下部冠层的沉积量增

加 746.4%-1426.0%（杰效丰）、226.2%-231.0%

（倍达通）、435.8%-644.0%（功倍）、255.0%-

322.4%（迈丝）、249.3%-360.0%（满牛）。添

加杰效丰后，雾滴均匀性、雾滴穿透率和沉积穿透

率优于其他助剂。此外，添加杰效丰、倍达通、

功倍的处理，施药后 3 d和7 d对榆树蚜虫的防效显

著优于其他助剂（p＜0.05），分别为 94.1%（杰

效 丰 ） 、 9 3 . 1 % （ 倍 达 通 ） 、 9 3 . 3 % （ 功 倍 ） 和 

97.9%（杰效丰）、95.6%（倍达通）、97.1%（功

倍）。应用完全自主果树模式和杰效丰，可有效提

高雾滴密度和沉积量，会产生叠加优化效果。该研

究实现了基于无人飞机作业模式和航空喷雾助剂结

合榆树蚜虫防治，可为无人飞机在农林等作物病虫

害的防治提供参考。

[编译自：Dou Z C，Fang Z H，Han X Q，Zeeshan 

M，Liu Y P，Lan Y B. Effects of spray adjuvants and 

operation modes on droplet deposition and elm aphid 

control using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Int J Agric & 

Biol Eng，2023；16（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