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探路农业农村现代化
——— 《潍坊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试行）》发布会发言摘登

6月6日，由潍坊市人民政府和北京凯德现

代农业科技研究院共同举办的《潍坊市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

（试行）》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上，北

京凯德现代农业科技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秘书

长、院长李继凯介绍了指标体系研究成果。来

自国家有关部委、研究机构、著名高校的国内

“三农”领域有关领导、专家作了发言及点

评。现摘登部分发言，敬请关注。

《潍坊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
标体系(试行)》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概念和基本内
涵。一是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因为中
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制度、阶段、区域和发
展方式都具有特色性。二是围绕乡村振兴“五大支撑”来构
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产业振兴是物质基础，人才
振兴是关键所在，文化振兴是铸魂工程，生态振兴是内在要
求，组织振兴是基本保障。三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五大
方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文化
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农村生活现代化五位一体有机整
体，这也是构建潍坊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前期研究的基
本方向。四是农业农村“五个现代化”研究观点与理论支
撑。在研究过程中，吸纳了很多专家学者的重要观点。五是
指标体系构建具有系统性、动态性、目标性、地域性和开放
性五大特征。

第二方面，潍坊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一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振兴促
进法》的需要；二是潍坊“三个模式”不断升级的需要；三
是引领华东乃至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四是新形
势下新旧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第三方面，潍坊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思路与原
则。一是指导思想；二是科学性、引领性、系统性、共享性
和动态性“五大”构建原则；三是构建依据；四是构建架构。

第四方面，潍坊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和指标设
置。一是农业生产现代化指标，共设计了3个二级指标，16
个三级指标；二是农民生活现代化指标，有3个二级指标，5
个三级指标；三是乡村生态现代化，包括农村绿色生产、绿
色生活、绿色生态3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四是乡村文
化现代化，包括2个二级指标，3个三级指标；五是乡村治理
现代化，包括2个二级指标，3个三级指标；六是城乡融合发
展指标，包括3个二级指标，4个三级指标。

第五方面，提出基础保障。包括强化党的领导，加强法
治保障，重视创新驱动，做好规划引领和实施动态检测。

从这套指标体系看，未来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包
括：一是农业强，供应充足多产粮；二是农民富，城乡均衡
共富路；三是农村美，宜居宜业绿山水。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指标体系理论研究与修正完善
工作，不仅助推潍坊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形成新的“潍
坊模式”，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打造提供新的“潍坊经
验”，还要为区域及全国走好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
展道路提供新的“潍坊样板”。

《潍坊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指标体系(试行)》是一个高质量的报告，借此机会讲三点

看法。

第一，面向“十四五”需要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指

标？我认为规划一定要联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要

保持足够的前瞻性，要讲国情、农情、省情，要体现各个

地方不同的特点。具体来说，做任何规划都应该有“两置

于”“两突出”。“两置于”就是，一要把农业农村的发展

置于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和背景之下；二要把农业农村的现代

化置于全球农业背景下考虑相关问题。“两置于”是制定规

划的一个前置条件。“两突出”是指，一要突出特点，潍

坊的规划要突出潍坊的特点；二要突出高点，潍坊的规划

站位较高，凸显在潍坊未来发展过程中，既有历史传承，

更有时代特征。

第二，潍坊的报告达到了“两置于”“两突出”要求。

整个报告无论是从农业农村农民三个现代化的内涵特征而

言，还是到具体的指标体系设计，都体现了中央的要求，也

体现了山东的省情、潍坊的市情，作为一个试行的指标体系

达到了预计要求。此外，潍坊的报告还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全面性。从乡村“五大振兴”着手，体现了乡村振兴特

别是潍坊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发展目标预期要求。

二是前瞻性。报告既有历史传承，同时也展望了2025年、

2035年到2050年应该达到的预期要求，保持了足够的前瞻

性。三是针对性。要解决什么问题、什么痛点、什么短板，

报告讲得非常清楚，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

第三，对潍坊试行的指标体系，我有三方面的意见。一

是在指标设计中应该体现并更加突出潍坊农业的特点。潍坊

农业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一直引领中国农业现代化

的方向，但潍坊农业最具特征的是什么地方，一定要把这个

突出的特征更加凸显。二是要突出国家粮食安全相关要求，

特别在耕地保护方面，可以设计一个新的指标。所有农业的

发展前提是粮食安全，而粮食安全的前提是守住耕地，报告

要凸显这方面的要求。三是指标的设置要有约束性和预期

性。如耕地保护、农产品产出总量，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特

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要求等，应该成为约束性指

标。约束性便于监督检查，预期性则是寄希望发展的奋斗目

标和方向。从这两个维度来看，指标一分部署，更重要的是

九分落实，约束和预期是两大抓手。

潍坊是“三个模式”发源地，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全国
前列。潍坊市发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
系，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以后，“三农”工作的重心
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就需要
一套指标体系作为评价考核与报告制度的依据。二是做了地
级市、县、乡镇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参
考和借鉴意义。三是评价指标体系是根据2035、2050年的目
标和发展思路，形成明确的目标值，为下一步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农业农村现代化有三个关键词农业、农村、现代化，它不
是简单的相加。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要统筹规划，一体衔
接，一并推进，不能简单分割开来。潍坊市推出的指标体系，
我理解是“5+1”，五个现代化加上城乡融合发展，在过去五
位一体基础上，把产业的现代化改为农业生产现代化，这一套
指标体系很有特色，兼顾乡村振兴跟现代化两个视角。

下一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尤其农
业农村现代化考核评价，需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丰富，有很多的指标体系。
我想强调的一点，保障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
化一个底线要求，要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进乡村振兴提
高农民收入，推进各阶层结构性的改革，我们一定在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跟中国农产品稳定供应基础上来进行。

第二，山东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应该分批次，我们潍
坊市也是这样，分阶段、分批次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允许有条件的地区先行一步，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后进项
我们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到2035年所有的地区都可以
基本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三，中央已经明确提出来要建立农业现代化的示范
区。它的范围应该扩展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希望潍坊在农业
农村现代化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能够成为全国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先行示范区。

非常感谢主办方和课题组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来就这个

报告进行点评。我想表达四个方面意思。

第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评价。推进乡村振兴实现

现代化目标，迫切需要建立监测评价制度，发挥监测评

价晴雨表风向标作用，这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探索，潍

坊敢为人先，这个活动意义非常巨大。通过这个活动为

同类地区提供了样板，为全国其他地区探路意义重大。

第二，课题组和潍坊市人民政府紧密结合，从这件

事的酝酿到中间成果的产出，一直到今天结果的发布，

课题组进行了充分交流和沟通。从工作过程里面，我深

刻感觉到这次主办方通过价值判断、规律判断、功能判

断和目标判断来形成这么一套指标体系，基本框架是在

新型城乡关系下的“五化一融”内涵里，从目标上来讲

是按照强、富、美、兴、高这五个目标设置的，这个体

系严格讲有一定科学性和系统性。所以说从整个结论来

看，目前2020年对潍坊测评65 . 55分，基本判断成现代化

发展第二个阶段，从这个方面来讲，整个研究的科学

性、系统性、前瞻性和特色性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三，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

目标和任务还没有破题，要破这个题需要地方上大量实

践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是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理

论一脉相承的，和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脉相承

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依据源自于此，是指导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的一个具体应用。从这个层面讲，我希望这

项工作继续下去，在不断探索里面，潍坊为农业农村现

代化理论内涵提供自己具体的经验。

第四，我建议潍坊市对这项工作建立一个动态可视

化监评制度，由第三方监督实施，把这项工作落实再落

实，真正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评价，包括理论提升作出

潍坊自己的贡献。

近年来围绕着新旧动能转换，产城融合发展，还有“十
四五”现代化建设，我多次跑了山东。潍坊在山东新旧动能转
换和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农业方面潍
坊绝对是第一的，是真正的现代农业。下面谈一点看法。

这个指标，为潍坊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
向。这个指标评价考虑了国际视野，考虑了山东潍坊的特
点，充分体现走在前列全面开放的要求，这项工作是开拓性
和创造性的。这个报告是一个高质量的报告，建议下一步关
注几个问题。

第一，充分考虑“双碳”的影响。碳达峰碳中和是国际
承诺，国家重大战略，但是任务非常艰巨，现在国务院碳达
峰碳中和领导小组就设在发改委，我觉得在下一步研究当中
应该重点考虑，不是我们想象的发达国家走了几十年历程，

我们用十年、用三十年，这个代价很大，我们产业结构是重
化工，能源结构短时间改变不了。

第二，充分考虑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讲安全性
的指标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考虑。

第三，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是一项重大工程，潍坊是重要
的组成部分。潍坊农村改革走在前列，改革指标要考虑。现
在科技创新十分关键，农业现代化没有科技支撑根本没有希
望，这里指标都有，下一步要进一步强化。

第四，指标发布以后要转化应用。要发挥在全省示范引
领作用，作为考核指标，现在发改委在研究高质量发展考核
指标，将来生成一套模型，对于全国贡献非常大。

(根据发布会专家发言及点评整理)

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新的“潍坊经验”
北京凯德现代农业科技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院长 李继凯

潍坊版指标体系达到“两置于”“两突出”要求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张红宇

农业农村现代化考核评价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后凯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内涵提供潍坊探索实践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吴永常

《指标》为潍坊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方向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费洪平

我看了指标体系，感觉体系完整性非常强。这个指标
体系会为规划和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提供一个考核评价
的参考标准。过去探讨乡村振兴也好，总结提炼改革发
展的问题也好，作为研究来讲，我们基本上提倡问题导
向，但是指标体系的研究体现了目标导向、实践的发
展、乡村振兴的潮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里面，包括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县域
发展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
重要切入点，我想我们在考虑城乡融合发展的时候，要
关注县域发展的情况。比如说就业、收入，原来中央提
出来“三个一亿人”，一亿个已经出来打工的人怎么留
在城市，一亿个就地就业的人怎么留住，都需要一二三

产业在县域发展，指标体系的设置和考核，县域的融合
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方向。在农业现代化过程当中，还
应该更注重生产效率指标，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跟发达
国家现代农业相比比较低，看看怎么在这方面多做一
些。种子问题、耕地问题、粮食安全问题，这都是跟农
业效率相关。

要突出环境引导。我们也有了传统的指标，国家有
2030、2060目标——— 碳达峰碳中和。具体在乡村当中，乡
村生产生活过程里面，有些理念观念需要再提升。比如
说畜禽粪便问题，我记得美国一个科学家跟我讲，他说
他们不叫“畜禽粪便”而是叫“养分管理”。欧盟的观
念说，农业的污染不是问题是资源。我们探索农业农村
现代化过程当中，一定会在实践中碰到这些问题。

城乡融合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 徐小青

2021年6月10日 星期四

电话:(0531)8519670114 专版


	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