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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导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此，广州提出要举全市之力把乡村振兴战略

谋划好、实施好，走出一条具有广州特色的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之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

署。“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战略多次发表

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

新成效。  

为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中共广州市委提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走出一条具有广州特色的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之路，在全省乡村振兴中当好示范

和表率，勇当“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排头兵。  

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全面小康和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任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面小康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

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国际公认的伟大成就。今天，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正如发展经济学原

理所揭示的规律，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赶超型经济体中，资

源必然在一定时期优先向工业、城镇配置，而在经济总量及人均水平获得较高增长率的同时，

农业和乡村的发展相对缓慢，在一定阶段会出现现代工业与传统的较落后的农业并存的“二

元经济结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不采取有效政策，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负面影响持续加

大，会反过来制约经济持续增长、引起社会矛盾深化，妨碍现代化的实现。  

乡村振兴之所以对当前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极为关键，是因为全面小康对基本的民生指

标的考量，强调的是全面覆盖、全面达标。我们所强调的“全面”，就是不落下一个群体，

不落下一个村庄，不落下一户家庭，“一个也不能少”。因此，根据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

户主体在乡村的现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用系统的方法、组合的手段，综合性地解决

乡村发展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短板，确保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全面提升，按时按质达

到全面小康的要求。  

广州要补短板在乡村振兴中当好示范和表率  

改革开放 40 年来，广州市经济体量已居全国前列，各项事业有了巨大发展，在国内国

际拥有愈益增强的竞争力影响力；在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方面也获得不俗的成绩，

并在 2016年已经按村按户实现 100%的脱贫。广州在农村产业的优质化特色化方面，在美丽

乡村建设方面，也在持续推进，城乡差别趋于缩小。  

与此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广州市在提高农民收入、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加强农村社会治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以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看，广州 2017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484元，并已连续10年保持快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



该数据一方面与全国同期的 13432元和全省的 15780 元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与北

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相比，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其中上海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 27825元，杭州更达到 30397元。再以农民收入的相对水平即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看，上海

是 2.25∶1，杭州是 1.85∶1，而广州则是 2.36∶1，因而广州仍然存在进一步提高农民收

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需要。此外，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广州已经有一批较有生命力的

产业选项和一批国家、省和市级的农业龙头企业，但在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和产业链延

伸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在农村人居环境和社会治理方面，也有待加强规划引领、保障生态

质量、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和民主法治环境建设等等，以不断优化农村的宜居宜业环境，促进

农村、农业和农民现代化的实现。  

推进广州乡村振兴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  

在广州市的行政区划面积中，村域面积目前占 3/4，有 1000 多个行政村，除在老城区

有少量分布外，主要分布于增城、从化、花都、白云、番禺、南沙、黄埔 7区。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中，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指示，按照党的十九大和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指引，践行省、市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会议精神，以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加以贯彻落实。  

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在哪里，主要问题是什么，这在各区各镇各乡是

不尽相同的。有的地方是主打产业的选择问题，有的是生态维护问题，有的是基础设施问题，

有的是资金、技术问题，有的是经济活动的组织问题，等等。无论是存在较少问题和同时存

在多种问题的地方，均要按照问题的类型及存在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找到制约具体乡村发

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问题类型与分阶段的实施目标作出行动方案，着力聚

焦，攻坚克难，方能因势利导，盘活全局。  

二是要坚持把做强富民兴村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首要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

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要把做强富

民兴村产业与坚持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针对具体乡村的不同条件，实行一镇一策、

一村一策，做出各自的产业特色，防止产业选择的过多雷同，才能从整体上形成丰富的乡村

产业体系，形成大都市乡村经济的全面繁荣。  

三是要坚持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要凝心聚力，全方位调

动多方积极性，包括市、区、镇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涉农产业的各行业组织，村社组织，

聚集各方合力，服务乡村振兴。其中，村级党组织的风清气正、固本强基是确保乡村振兴的

核心因素。在政策配套、各方重视的同时，必须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振兴乡村经济的

产业发展与乡村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发展都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形成可持续自主发

展的长效机制。  

以“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引领广州乡村振兴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城市和广东省省会，要在全省乡村振兴中

“走在前列”，就需要把习近平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对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指

示精神结合起来，把“走在前列”发挥乡村振兴的示范和表率作用落到实处。  

一是从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上抓乡村振兴。要补乡村发展的短板，高质量

发展是第一位的，也是必须始终扭住不放的关键所在。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必须从资源配

置的高质量入手，把乡村建设规划和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着力引进和培养高技能的

农业技术和经营人才，引入和研发农业先进技术和优质品种，引导资金进入高质量农业产业

项目；着力创新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组织，打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不同特色的示范基地和园

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同步高质量协调发展；着力构建广州乡村经济发展质量领先的高

地，持续挖掘和提升乡村产业的价值增值能力。 二是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抓乡村振兴。

第一，从产业升级的纵向演进规律看，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新动能，从高端化、精细化、品牌



化的视角提升广州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层次，如目前有一定基础的现代种业等高附加值产品

就体现了农业产业升级的趋势；第二，从产业链的横向扩展看，必须联手二、三产业助力第

一产业发展，如农业科技、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农产品电商、农业的产业金融、农产

品物流业，以及农产品检测等高水平农业服务业等，对农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可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第三，从产业组织方式看，必须创新超大城市现代乡村经济的组织形式，把专业生

产合作社与现代企业制度在农村的发展作为两大主要形式，并培育辐射面广的乡村产业的总

部经济，培育跨区域的专业化产业组织，形成高质量的产业集群，为乡村振兴打下良好经济

基础。  

三是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抓乡村振兴。应确立充分利用境内外、区域内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来发展广州乡村经济和完善乡村设施建设的思路，特别要善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

国家战略，在乡村的科技研发、人才培训、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等各个经济活动环节中，吸

纳和集聚大湾区的优质资源；并可率先创建一批大湾区农业科技孵化器，争取在现代科技型

农业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在制度建设方面，广州可以先行先试，引入发达国家构建农

业从业资格准入制度的经验，把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化培训与从业资格认定结合起来，牵头制

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这对于实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

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大有禆益。广州宜把国际商贸中心的职能覆盖到整个乡村，特别

是利用广州电商外贸业务在全国独占鳌头的先发优势，着力推进电商外贸下乡，以加快广州

乡村资源与市场和海外的对接，并使之成为带动广东省农村经济开放发展的新增长极。  

四是从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抓乡村振兴。首先要加强规划引领，要从城乡

一体、多规合一的思路出发，按照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设定，加快完善从市、区到镇、村

各个层级的分阶段发展规划，让美丽乡村、平安乡村建设达致与城市建设同步协调的水准；

其次要注重采取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学术科技等多种手段，形成社会合力，共谋乡村治

理；再次是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迅速构建起一系列城乡资源共享平台，如数字化

教育、大病在线诊疗、涉农小微企业与农业经济组织技术中介服务平台等，促进基于信息化

手段的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的城乡差异趋于缩小，让广大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道，共享改

革开放与发展的丰硕成果。  

（作者董小麟,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智库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