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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个带动”为牵引  推进农民农村共富发展

□□ 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一是供给带动。在农民农村共富发展进程中，城市对农村供给带动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城市对农村

居民生活用品等物品的供给，更应体现在城市优质要素如人才、技术、资本等对农村的供给带动。因此，要

扎实推进“两进两回”，以形成城市要素与乡村要素的优势互补，城乡融合互利共赢和农民农村共富发展的

新格局。二是需求带动。要把握城市对乡村需求变化的新特点及其对乡村价值提升和多维度发展所带来的新

机遇，强化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富发展的牵引带动，促进乡村资源要素的就地转化和乡村产业兴旺、

市场繁荣和农民就业空间的不断拓展。三是空间带动。在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发展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国民

财富初次、再次和三次分配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不仅要充分发挥城镇空间对农村人口非农化、市民化和现

代化的承载功能，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尤其是中小城市和乡镇的集聚与共富发展，而且要重视乡村人口在乡

村空间相对集聚的城镇化效应。 （来源 ：《浙江日报》）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夯实农民发展的外部基础

□□ 苑鹏□ 白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有针对性地培育正式社会组织。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德治法治自治相互协调的有效

治理机制，在健全现代公序良俗秩序的基础上完善乡村治理监督机制。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加快数字

乡村建设，加速建设村级公共事务信息公开透明机制，推进农民通过微信群等新媒介实现社会参与和政治参

与。此外，应高度重视并积极探索外出务工农民、留守妇女及空巢老人政治参与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及有效机制。

加速培育正式的社会组织，促进农民的社会关系转向有序且有组织的形态，以契合现代社会农民多元化发展

的要求。重点培育与农民发展和就业息息相关的生产类、销售类及服务类社会组织。 （来源 ：《改革》）

守牢“生命线”  打好种业振兴战

□□ 陈弘□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打好种业振兴战是一项战略性基础工程，事关农业科技现代化的“底色”、乡

村振兴的“成色”，更事关中国人饭碗能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强化种质资源收集与保护。种质资源是种

业发展的基础。应加快建成一批品类齐全、储备丰富的种质资源库，提升大规模资源鉴定和基因挖掘能力，

收集和保护珍稀、濒危、特有资源，推进种质资源信息公开和共享交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种业优势。强化

体制机制创新。打好种业振兴战，创新体制机制是关键。应探索建立政府牵头、企业为主体、高校与科研院

所支撑，金融资本参与，政产学研用、育繁推一体化的育种新体制 ；建立健全联合攻关资源共享机制、种质

资源确权与保护机制、科研成果收益按比例分享机制等种业科研新机制。强化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主体地位。

让好种子成为农民致富帮手是种业振兴的落脚点。应引导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龙头企业集聚，打造“种

业航母”，提升品种研发、产品开发、技术推广全链条现代化水平，打通良种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让

“中国种”惠及中国农民、带动农业提质增效。 （来源 ：《湖南日报》）


