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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创乡不断开创乡不断开创乡村村村全面振兴新局面全面振兴新局面全面振兴新局面
——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看2025年“三农”工作着力点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7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充分肯定今年“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对做好2025年“三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

渡期的最后一年。这次重要会议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做好明年“三农”工作将如何发力？

稳产保供：增强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4 年，我国粮食

生产迈上新台阶，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村

社会和谐稳定，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基础支撑。

数据显示，在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

斤以上的基础上，今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迈

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

粮食产量何以再创新高？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钰分

析，从耕地看，今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增

加 525.8 万亩，且耕地质量提升速度加快，农

田基础设施改造稳步推进，中央财政提高了

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补助标准。从农业科

技看，今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3%，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达到新高度，实施

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护航

粮食增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产保供。

“在粮食丰收的基础上，此次会议强调

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意味着要

以久久为功的定力，始终紧绷粮食安全这根

弦，不因一时丰收而放松。”南京农业大学教

授朱晶表示，一方面要继续坚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重点通过提高单产、推广现

代农业技术等措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另

一方面要强化政策支持，提高补贴的精准性

与指向性，切实保障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此次会议

从耕地、科技、政策等多方面进行部署。

“保护耕地就是保护粮食安全的生命

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研究院院长程国强注意到，会议要求“严格

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建立耕地种植用途监测

体系”，这将有助于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质

量不降低，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

粮化”，确保耕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

会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朱晶表示，要挖掘良种良机良法对提高

单产的潜力，加快良种培育，推进农机装备智

能化应用，增加研发投入，鼓励产学研合作，

培养专业人才，向科技要产量、要产能。

钟钰说，会议提出“启动实施中央统筹

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这一

创新举措将更加有利于激励粮食主产区重

农抓粮，让主产区抓粮得实惠、不吃亏，进一

步激发地方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有

利于构建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的粮食安

全格局，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守牢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明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当前，全国 832 个脱贫县每个县都培育

形成了带贫益贫能力较强的特色主导产

业。脱贫人口通过订单生产、股份合作、消

费帮扶等方式分享更多收益。脱贫县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会议要求，要毫不松懈抓好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各项工作，提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

扶效能，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

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

“激发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发展动力，

应放在重要位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要实行分层

分类帮扶，有效精准施策，提高帮扶效能。

李国祥认为，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

群体，要在保障基本生活基础上，通过支持发

展特色产业、开展技能培训、组织转移就业等

方式，帮助他们增强“造血”能力。对没有劳

动能力的，要通过综合性社会保障措施兜底，

完善社会救助举措，确保基本生活无忧。

“培育乡村主导产业要更加注重为低收

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让低收入群体在实践

中提升本领，也进一步提升脱贫地区内生发

展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副院长毛学峰表示。

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前三季度，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740元，扣除价格

因素同比实际增长6.3%，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李国祥表示，特色产业兴旺，资源禀赋

是后盾。要因地制宜把特色优势产业选好、

培育好。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做到“服务前

置”，根据农村产业发展需求及时给予政

策、资金支持，帮助农民探索市场，打造完

整、顺畅的农产品产销链。

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提高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会议作出一系

列部署，推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今年以来，乡村振兴取得积极进展——

乡村产业发展壮大，更多农民实现就近就地

就业；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5%左右，

加强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

貌明显改善；村跑、“村 BA”等乡村文体艺术

活动，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叶兴庆表

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是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和方法，必须持之以

恒、走深走实，把乡村振兴战略细化为一项

一项具体工作抓实抓到位，让农民群众可感

可及、得到实惠。

叶兴庆说，会议提出做好“土特产”文

章，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立足各地资

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

县、富民一体发展，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

对于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他表示要

按照会议要求，顺应人口变化趋势，在规划

建设中进一步增强前瞻性，既提升基础设施

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度和便利性，又要避

免造成资源闲置浪费。

专家指出，在乡村治理中，要顺应农民

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把蕴

藏在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治理智慧与互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创新乡村治理方

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会议提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

镇化有机结合”。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

黄季焜表示，要更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同时，

落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在干

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

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

优先安排，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动力活力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用好深化改革

这个法宝。本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讨论稿）》，并对全面落

实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任务作出部署。

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是处理

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2023 年开始，农村第

二轮土地承包相继到期，今后5年是高峰期。

当前，在安徽、湖南、广西启动了第二轮土地

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同时，

各地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合作社、家

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蓬勃发展。

黄季焜说，会议明确“有序推进第二轮

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这项

部署将增强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的安全感，激

发 农 民 长 期 保 护 和 投 资 土 地 的 积 极 性 。

2025 年到 2029 年是政策实施的集中期，当

前务必在做好试点示范与经验总结的基础

上，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会议明确

要求“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专家表示，工商

资本下乡、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带动农民而不

是替代农民，应投资兴办农民参与度高、受益

面广的农产品加工、储运、营销等产业，推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

挂钩，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做好“三农”工作，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也要有久久为功的定力。

当前，各方面正坚定信心、真抓实干，着

力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繁

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向着建设农业强国

目标不懈奋斗。

9 月 20 日，在位于吉林省永吉县万昌镇的永吉县禾谷丰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帅（右一）和两位农民手捧收获的水稻。

3月6日，在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观塘镇仁和村，农民在高标准农田育秧（无人机照片）。

3 月 19 日，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双楼村的无人农场，农业无人机按照

事先设定好的线路进行作业（无人机照片）。

4 月 27 日，在山东省惠民县姜楼镇立冉果蔬种植合作社，工作人员在

直播卖蓝莓苗。

5 月 1 日，人们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

观看“村 BA”球王争霸赛。

9 月 22 日，在黑龙江省重要粮食产区哈尔滨市方正县的稻田中，农机开启“黑龙江秋收第一镰”作业（无人机照片）。

5 月 7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新峰村玫瑰花种植基地内，

农业公司工作人员（右一）给花农讲解玫瑰花采摘标准。

12月12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内蒙古现代数字农业科技产业园拍摄的生菜苗。

9 月 10 日在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拍摄的秋收场景（无人机照片）。

7 月 30 日，村民在贵州省威宁县双龙镇高坡村采摘万寿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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